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中的一

个热点、难点问题。笔者结合教学实践中的体会，对现行合并

财务报表编制中合并抵销所有者权益及其他相关项目的具体

做法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例：由母公司全资控制的子公司在当年实现对集团以外

的净利润（不包括内部交易利润）100万元，母公司与子公司

均按净利润的 10%提取盈余公积。除股权投资业务外，母公司

与子公司未发生其他内部交易事项。其他相关数据如表 1所示

（假定母公司按权益法核算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母公司与子公司的相关报表数据，按照目前通行的

做法，母公司当期应当编制合并抵销分录如下：

抵销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项

目（会计分录淤）：借：股本———年初 100万元，盈余公积———

年初 10万元、———本年 10万元，未分配利润———年末 180

万元；贷：长期股权投资 300万元。

抵销母公司的投资收益与子公司的利润分配项目（会计

分录于）：借：投资收益 100万元，未分配利润———年初 90万

元；贷：提取盈余公积 10 万元，未分配利润———年末 180

万元。

根据上述合并抵销分录，完成合并工作底稿，见表 1。

一、存在的问题

1. 关于“未分配利润———年末”项目的抵销。从某种意义

上讲，所谓合并抵销就是对内部交易事项的个别会计处理进

行逆向操作，以达到抵销的目的。因此，对于以前年度内部交

易事项对当期合并所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抵销相关项目年初

数的方式进行抵销；而对于当期内部交易事项对有关项目所

产生影响的抵销，则应通过抵销当期会计处理中相关项目的

发生额来实现。在会计分录淤中，直接抵销“未分配利润———

年末”项目的做法显然不妥。就报表项目的安排来看，“未分配

利润———年末”项目只是个小计项目，其金额是“未分配利

润———年初”项目与其他当期损益类项目及利润分配项目的

本期发生额加减之后的结果。所以，对“未分配利润———年末”

项目金额的抵销应该通过抵销“未分配利润———年初”项目及

当期损益类项目（如“投资收益”项目）的发生额来实现。

同时，结合会计分录淤和会计分录于，我们不难发现，这

两个抵销分录中均出现了“未分配利润———年末”项目，而且

是一借一贷，金额均为 180万元，这充分说明在抵销分录中出

现“未分配利润———年末”项目其实是多余的。而对于会计分

录于，很多教材的解释是，借方代表当期可供分配利润、贷方

代表当期利润分配的结果，因而两者之间具有平衡关系，一借

一贷正好抵销。笔者认为，这种抵销思路没有以内部交易事项

为抵销对象，有一种凑数字的感觉。

2. 关于“盈余公积”与“提取盈余公积”项目的抵销。“盈

余公积———本年”和“提取盈余公积”这两个项目均为本期发

生额，而且产生于同一会计事项。因此，对这两个项目的抵销

最简洁、最合理的方法是做一笔与计提盈余公积相反的会计

分录，这样的会计处理能很好地体现合并财务报表中抵销内

部交易事项时逆向操作的思路，更容易被初学者接受。而现行

的做法却是将这两个项目置于不同的抵销分录，人为地割断

了这两个项目之间的内在联系，不容易理解。

3. 当前的处理方法使得合并工作底稿的编制显得较为

复杂。根据长期的教学实践，笔者发现初学者在编制合并工作

底稿时，对于如何填列“未分配利润———年末”项目的调整内

容不能很好地理解和掌握。由于该项目属于小计项目，必须将

调整分录中的“净利润”、“提取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

年初”等项目的借方及贷方调整金额分别累计到“未分配利

润———年末”项目的借方和贷方。而该项目的借方和贷方在调

整分录中也分别有发生额（本例中各有 180万元的发生额），

也必须重新累计到小计数中去，才可调整出正确的合并数，而

这正是初学者难以理解和容易忽略的内容。

二、改进建议

笔者对上述抵销分录提出如下改进建议：一是抵销母公

表 1 合并工作底稿 单位院万元

报 表 项 目

货币资金

长期股权投资

股本要要要年初

股本要要要年末

投资收益

净利润

提取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要要要年初

未分配利润要要要年末

盈余公积要要要年初

盈余公积要要要本年

盈余公积要要要年末

200

300

300

300

100

100

10

90

180

10

10

20

母公司

300

100

100

100

10

90

180

10

10

20

子公司

500

300

400

400

100

200

20

180

360

20

20

4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90

180

370

10

10

20

借方

300

0

0

10

180

190

0

贷方

500

0

300

300

0

100

10

180

10

10

20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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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收益与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项目（会

计分录盂）：借：股本———年初 100 万元，盈余公积———年初

10万元，未分配利润———年初 90万元，投资收益 100万元；

贷：长期股权投资 300万元。二是抵销子公司的盈余公积与

提取盈余公积项目（会计分录榆）：借：盈余公积———本年 10

万元；贷：提取盈余公积 10万元。

根据上述合并抵销分录，完成合并工作底稿，如表 2所示。

上述的改进主要体现在将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项目

余额与子公司的资本类项目的年初数与本年数、留存收益项

目的年初数及母公司确认的投资收益相抵销；同时，将“提取

盈余公积”项目与“盈余公积———本年”项目相抵销，不再直接

抵销“未分配利润———年末”项目，以体现该项目属于小计项

目的本质。

改进后的抵销分录及合并工作底稿更好地体现了以事项

为中心的抵销思路，体现了业务的完整性以及抵销项目之间

的内在联系，合并工作底稿也变得更加简洁、易懂。比如长期

股权投资项目的金额，一方面受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项目

的影响，另一方面受“股本”、“资本公积”本期发生额的影响，

此外，还受子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由于母公司按权益法核算

时会根据持股比例重复确认子公司的损益（确认为“投资收

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所以，需要将相应的

“投资收益”与“长期股权投资”一同抵销。这样，改进后的抵销

分录就能很好地体现这些事项的内在联系，保证了业务的完

整性。再如，将“盈余公积———本年”与“提取盈余公积”项目置

于同一个抵销分录中，能更好地体现这一内部交易事项的独

立性及抵销分录的逆向操作思维，更容易被初学者接受。最

后，改进后的合并工作底稿中，“未分配利润———年末”项目只

反映小计数而不再有发生数，这充分体现了“未分配利润———

年末”项目的本质，更易于实务工作者理解和操作。茵

表 2 改进后的合并工作底稿 单位院万元

报 表 项 目

货币资金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收益

净利润

提取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要要要年初

未分配利润要要要年末

盈余公积要要要年初

盈余公积要要要本年

盈余公积要要要年末

股本要要要年初

股本要要要年末

200

300

100

100

10

90

180

10

10

20

300

300

母公司

300

100

10

90

180

10

10

20

100

100

子公司

500

300

100

200

20

180

360

20

20

40

400

400

合计

100

100

90

190

10

10

20

100

100

借方

300

0

10

10

0

0

贷方

500

0

0

100

10

90

180

10

10

20

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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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定资产更新方案下现金流量的构成内容

1. 初始现金流量。初始现金流量是指开始投资时的现金

流量，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淤固定资产上的投资，包括固

定资产的购入或建造成本、运输成本和安装成本等；于流动资

产上的投资，包括对材料、在产品、产成品和现金等流动资产

的投资；盂其他投资费用，指与长期股权投资有关的职工培训

费、谈判费、注册费用等；榆原有固定资产的变价收入，即将原

有固定资产变卖所得的现金收入。

2. 营业现金流量。营业现金流量是指投资项目投入使用

后，在其寿命期内由于生产经营所带来的现金流入和流出的

数量。营业现金流量一般按年度计算。这里现金流入一般是指

营业现金收入，现金流出是指营业现金支出和缴纳的税金。如

果一个投资项目的每年销售收入等于营业现金收入，付现成

本（指不含折旧成本）等于营业现金支出，则年营业净现金流

量（NCF）可用下列公式计算：每年净现金流量=每年营业收

入-付现成本-所得税；每年净现金流量=净利润+折旧；每年

净现金流量=每年税后营业收入-税后营业成本+非付现成

本伊（1-所得税税率）。

3. 终结现金流量。终结现金流量是指投资项目完结时的

现金流量，主要包括：淤固定资产的残值或变价收入；于原来

垫支在各种流动资产上的资金的收回；盂停止使用的土地的

变价收入。

二、初始现金流量是否包括固定资产更新时原有固定资

产的变价收入

固定资产更新决策中，应将继续使用原有固定资产方案

（简称“旧方案”）与固定资产更新方案（简称“更新方案”）进行

比较，在进行决策前正确计算方案的现金流量。当前，存在两

种做法：一是现金流量构成中初始现金流量包括原有固定资

产的变价收入（固定资产更新时将原有固定资产变卖所得的

现金收入），即原有固定资产的变价收入直接冲减更新固定资

产的购置成本；二是初始现金流量不包括原有固定资产的变

价收入，即原有固定资产的变价收入不能冲减更新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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