
【摘要】我国现行的合并财务报表准则在长期股权投资的合并程序和合并抵销分录的处理上与国际会计惯例的差异

很大，较难理解，而合并抵销分录的编制一直是会计处理的难点。本文拟对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合并抵销分录的编制

程序和方法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更好地理解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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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抵销分录之比较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填补了我国

合并财务报表准则上的空白，但其在长期股权投资的合并程

序和合并抵销分录的处理上与国际会计实务相比差异很大，

较难理解。本文将我国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合并抵销分

录的编制程序和方法与国际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作了比较研

究，发现我国长期股权投资的合并抵销分录比较简单，但合并

会计处理程序和抵销分录的计算方面较难理解；就遵循的合

并报表理论以及会计处理结果而言，已与国际趋同。

一尧长期股权投资合并会计处理概述

企业的控股合并在会计处理上有购买法和权益法两种方

法。由于权益法能增加合并后的净利润，国际会计准则对其运

用作了严格的限制，购买法是当今国际会计流行的做法。

我国会计准则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购买

法。购买法是指，对一个企业购买另一个或多个企业股权或净

资产的行为，交易对价以市价为基础。在购买法下，初始投资

成本为购买成本，当购买方能够控制另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

营政策并能据以从另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时，应

当采用权益法。在非全资购买法下，对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处理

我国与国际会计准则一致，遵循的是实体理论。在实体理论

下，少数股东权益在资产负债表中与母公司权益并列；合并净

收益属于企业集团全体股东的收益，要在母公司股东和子公

司少数股东之间分配；子公司的所有资产和负债均按公允价

值计量，确认合并商誉；所有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均应全额

抵销。

二尧长期股权投资的合并程序及合并抵销分录的比较

为了更好地说明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抵销分录的编制原

理，笔者将长期股权投资从初始投资至当期期末编制合并财

务报表时母子公司编制的会计分录及母公司编制的集团公司

的抵销分录列示出来，便于比较研究，下面举例说明。

例：甲公司 2007年 1月 1日购买乙公司 90%的股权，以

银行存款出资 1 500 000元。另发生购并直接费用 14 700元。

乙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1 240 000元，其中：股本 500 000

元，资本公积 398 000 元，盈余公积 330 000元，未分配利润

12 000元。经评估，乙公司存货增值 32 000元，房屋增值 180 000

元，机器设备减值 10 000元，租赁权增值 36 000元。

（一）国际会计处理程序

国际会计处理程序为：确认初始投资成本，投资后按权益

法核算，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长期股权投资及投资收益与子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及利润分配事项应当抵销。按国际会计准

则的要求，有关会计处理为：

1. 2007年 1月 1日，甲公司投资时，借：长期股权投资

1 514 700元；贷：银行存款 1 514 700元。

2. 2007年 12月 31日按权益法核算：

乙公司 2007年 12月 8日宣告每股现金股利 0.12元，股

利已于 12月 31日前发放完毕,共发放 60 000元。乙公司当年

实现净利润 135 000元，乙公司提取盈余公积 13 500元。乙公

司会计处理为：借：利润分配———应付股利 60 000 元；贷：

银行存款 60 000元。借：利润分配———提取盈余公积 13 500

元；贷：盈余公积 13 500元。

甲公司 2007 年 12 月 31 日确认投资收益 121 500 元

（135 000伊90%），现金股利 54 000元（60 000伊90%）。会计处理

为：借：长期股权投资 121 500元；贷：投资收益 121 500元。

借：银行存款 54 000元；贷：长期股权投资 54 000元。甲公司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计算商誉的价值：投资时资产公允

价值=1 240 000+32 000+180 000-10 000+36 000=1 478 000

（元）。商誉=1 514 700-1 478 000伊90%=184 500（元）。

乙公司评估资产摊销额为：存货增值 32 000元，2008年

全部出售，摊销 32 000元；房屋增值 180 000元，尚可使用 20

年，当年摊销 9 000元；机器设备减值 10 000元，尚可使用 10

年，当年摊销-1 000元；租赁权增值 36 000元，尚剩下 6年，

当年摊销 6 000元，摊销共计 46 000元，甲公司摊销 41 400

元（46 000伊90%）。合并商誉在国际会计实务中是分期摊销的，

为了作比较，假定其与我国的会计规定一致，不摊销，在期末

进行减值测试。甲公司会计处理为：借：投资收益 41 400元；

贷：长期股权投资 41 400元。

3. 甲公司编制 2007年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时有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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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和抵销分录如下：

（1）冲销长期股权投资在当年的增减变动数，使其恢复期

初余额，以便与期初子公司股东权益相冲销；冲销已确认的投

资收益，以便合并子公司利润表上的各项收入与费用；现金股

利属于内部资金转移，应予冲销。借：投资收益 80 100 元，少

数股东权益 6 000元（60 000伊10%）；贷：利润分配———应付

股利 60 000元，长期股权投资 26 100元。

（2）子公司提取的盈余公积，在编制合并工作底稿时应予

冲销，以使盈余公积恢复到期初余额。借：盈余公积 13 500

元；贷：利润分配———提取盈余公积 13 500元。

（3）子公司股东权益全部冲销，子公司资产、负债的公允

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要进行调整；合并成本超过子公司净

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即商誉不能计入任何一方账簿，只能通

过工作底稿调整。借：股本———年初 500 000元，资本公积———

年初 398 000元，盈余公积———年初 330 000元，未分配利

润———年初 12 000元，存货 32 000元，固定资产 170 000元，

无形资产———租赁权 36 000元，商誉 184 500元；贷：长期股

权投资———年初 1 514 700元，少数股东权益———年初 147 800

元。

（4）存货按先进先出法计价，全部计入销售成本；房屋摊

销额 50%计入管理费用，50%计入销售成本；机器的摊销计入

销售成本；租赁权摊销计入管理费用。借：销售成本 35 500

元，管理费用 10 500 元；贷：存货 32 000元，固定资产 8 000

元，无形资产———租赁权 6 000元。

（5）由于存在着少数股权，还应当在工作底稿上确认属于

少数股东的子公司净利润和本年增加的权益：（当年实现的净

利润 135 000-资产增值摊销额 46 000）伊10%=8 900（元）。借：

少数股东损益 8 900元；贷：少数股东权益 8 900元。

经过以上会计处理后，工作底稿上调整与抵销分录有关

的项目余额为：“盈余公积”贷方 343 500元，“长期股权投资”

借方 1 540 800元，“少数股东权益”贷方 150 700元，“未分配

利润———年初”借方 12 000元，“投资收益”借方 80 100 元，

“少数股东损益”借方 8 900元，其他科目略。

（二）我国会计处理程序

我国会计处理程序为：确认初始投资成本，后续计量按成

本法核算，期末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按权益法调整，长期股

权投资及投资收益与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及利润分配事项应

当抵销。有关会计处理为：

1. 2007年 1月 1日，甲公司初始投资时的会计处理与国

际会计处理方法相同。

2. 2007年 12月 8日，甲公司按成本法核算现金股利

54 000元（60 000伊90%），借：应收股利 54 000元；贷：投资收

益 54 000元。

3. 2007年 12月 31日按权益法调整：甲公司在编制合并

财务报表时，计算商誉的价值，并对乙公司评估资产摊销额进

行会计处理，增值资产的摊销方法和金额与国际会计处理方

法相同，合并商誉不摊销，在期末进行减值测试。乙公司当年

实现净利润和提取盈余公积的会计处理同上。

2007年 12月 31日，甲公司以乙公司 2007年 1月 1日

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重新确定乙公司 2007

年的净利润为 80 100元（135 000伊90%-46 000伊90%）；确认

从乙公司收到的现金股利，同时抵销原按成本法确认的投资

收益 54 000 元。会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 80 100 元；

贷：投资收益 80 100元。借：投资收益 54 000元；贷：长期股

权投资 54 000元。

4. 甲公司编制 2007年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时有关调

整和抵销分录如下：

（1）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抵销：

借：股本———年初 500 000元，资本公积———年初 636 000元，

盈余公积———年初 330 000元、———本年 13 500元，未分配利

润———年末 27 500元，商誉 184 500元；贷：长期股权投

资———年末 1 540 800 元，少数股东权益———年末 150 700

元。

“长期股权投资———年末”为 1 540 800 元［1 514 700+

（135 000-60 000-46 000）伊90%］，“少数股东权益———年末”

为 150 700元［147 800+（135 000-60 000-46 000）伊10%］，“资

本公积———年初”为子公司期初资本公积与购并日资产增值

部分之和 636 000元（398 000+238 000）。

（2）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利润分配

的抵销，借：投资收益 80 100元，少数股东损益 8 900元，未

分配利润———年初 12 000元；贷：提取盈余公积 13 500元，

利润分配———应付股利 60 000 元，未分配利润———年末

27 500元。“未分配利润———年末”为子公司该账户的期末余

额减去本期资产增值摊销的部分 27 500元（73 500-46 000）。

经过以上会计处理后，工作底稿上调整与抵销分录有关

的项目余额为：“盈余公积”贷方 343 500元，“长期股权投资”

借方 1 540 800元，“少数股东权益”贷方 150 700元，“未分配

利润———年初”借方 12 000元，“投资收益”借方 80 100元，

“少数股东损益”借方 8 900元，其他科目略。

我国的合并会计处理与国际会计处理都完全遵循着权益

法，对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任何变动母公司都要及时反映，子

公司的资产、负债均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和后续计量。但在具

体处理上，我国与国际会计有两点不同：一是在合并商誉的处

理上我国规定不摊销，在期末进行减值测试，而国际会计一般

分期摊销。二是在合并抵销分录中子公司评估资产增值我国

记入“资本公积———年初”项目，没有在抵销分录中体现出来，

而是直接编入工作底稿中，而国际会计在抵销分录中直接列

出来，编入工作底稿中，更显自然。评估资产增值后续摊销时，

我国的抵销分录直接调整未分配利润，略显突兀。最终，我国

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会计处理结果与国际会计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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