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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财务报表中内部交易

固定资产持有期间的抵销处理

合并财务报表中内部交易固定资产持有期间的抵销处理

可分为当期的抵销处理、以后期间的抵销处理和超期使用期

间的抵销处理。下面通过举例的方式探讨有关会计处理。

一、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当期的抵销处理

内部交易形成固定资产主要包括内部商品销售形成固定

资产和固定资产内部处置仍作为固定资产使用两种情况。

1援 内部商品销售形成固定资产的当期抵销。内部商品销

售形成固定资产是指企业集团内部企业将自产的产品销售给

企业集团内的其他企业作为固定资产使用。

例 1：甲公司是控制乙公司的母公司。2007年 6月 20日

甲公司将自产的产品销售给乙公司作为管理用固定资产使

用，该产品销售价格为 100万元，销售成本为 80万元。对该固

定资产，乙公司预计使用年限为 5年，预计净残值为 10万元，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这种情况下，需要进行两个方面的抵销处理：

（员）购入企业个别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固定资产原价，含

有未实现的内部销售损益的抵销。借：营业收入 100万元；贷：

营业成本 80万元，固定资产———原价 20万元。

（圆）因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的影响，导致个别资产负债表

中多提或少提折旧的抵销。就例 1而言，由于乙公司购入的该

固定资产中含有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20万元，导致 2006年

乙公司多计提折旧 2万元（20衣5衣2），应予以抵销。借：固定资

产———累计折旧 2万元；贷：管理费用 2万元。

假设例 1中乙公司预计该固定资产净残值率为 10豫，情

况就较为复杂，大体可分两种情况：淤抵销时，预计净残值为

10万元（100伊10豫），有关抵销情况同上。于抵销时，预计净残

值为 8万元（80伊10豫），乙公司计提折旧：100伊（1-10豫）衣5衣

2越9（万元），按抵销后固定资产原价计提折旧：80伊（1-10豫）衣

5衣2越7.2（万元），多提折旧 1.8万元（9-7.2），应予以抵销。借：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8万元，贷：管理费用 1.8万元。

对以上特殊情况，在《企业会计准则》中未做规定。笔者认

为，应按母公司的会计政策进行调整。因为内部交易形成的固

定资产应按 80万元计价，进行折旧抵销时预计净残值应按 8

万元处理，关于预计净残值差额 2万元可以在清理时再进行

抵销处理。

2援 固定资产内部处置仍作为固定资产使用的当期抵销。

根据固定资产内部处置时是否发生内部处置损益可分以下三

种情况：

（1）固定资产内部处置时不发生内部处置损益。具体又分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内部企业购入固定资产后沿用原折旧政策。

例 2：甲公司是控制乙公司的母公司。2007年 6月 20日甲

公司将自用的一项管理用固定资产出售给乙公司仍作为管理

用固定资产使用，该固定资产是 2005年 12月 10日购置，入账

价值为 100万元，预计净残值为 0，预计使用年限 5年，按直

线法计提折旧。乙公司按照账面价值 70万元购入，有关预计

使用年限、预计净残值、折旧方法维持不变，不考虑相关税费。

甲公司进行会计处置时，固定资产账面价值：100原100衣

5伊1.5越70（万元），内部处置价格仍为 70万元，因此没有发生

内部处置损益，且乙公司有关折旧情况没有改变，因此无需进

行抵销处理。

第二种情况：内部企业购入固定资产后改变折旧政策。

假设例 2中乙公司购入固定资产后，使用年限预计为 2年，

预计净残值为 10万元，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其他情况不变。

乙公司 2007 年多提折旧：（70-10）衣2衣2-70衣3.5衣2越5

（万元）。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5 万元；贷：管理费用 5

万元。

（2）固定资产内部处置时发生内部处置收益。

例 3：假定例 2中，乙公司购入固定资产价格为 77万元，

其他情况不变。

甲公司进行内部处置时形成内部处置收益“营业外收入”

7万元，乙公司固定资产原价中含有该未实现内部处置收益 7

万元，应予以抵销。借：营业外收入 7万元；贷：固定资产———

原价 7万元。乙公司 2007年多提折旧：7衣3.5衣2越1（万元）。

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万元；贷：管理费用 1万元。

（3）固定资产内部处置时发生内部处置损失。

【摘要】本文通过举例方式对合并财务报表中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当期的抵销处理、以后期间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的抵销处理和超期使用期间的抵销处理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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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竞争力视角下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发展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条件下，企业要想获得持续竞争

优势必须具备其竞争对手不易模仿或超越的核心竞争力，培

育和保持核心竞争力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点。作为战略管

理系统的子系统，传统的侧重于有形资产评价的、以财务业绩

为主导的业绩评价已不能适应这种环境和管理的变化。因而

应顺应企业战略管理的要求，将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标作为

业绩评价的起点和归宿，其指标体系应在传统的注重财务指

标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拓展，形成以核心竞争力为导向的财

务与非财务指标有机结合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以反映企业

的整体业绩和竞争优势。

“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是1990年由Prahlad和Hameld 在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文中首先提出的。此后，核心竞争力得

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对核心竞争力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

方面的认识：

1. 技术与技能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技术与技能是企业发展

的最终动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源泉，只有不断地进行

技术与技能的创新才能保持企业产品的领先性和持续竞争

优势。

2. 知识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具有独特

的专有知识和信息，组织学习是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3. 整合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核心竞争力是各种技能及其

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组合，是各种资产、技术、技能、知识、资源

等的协调配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内嵌的技术、技能

知识、企业文化和管理等要素构成的综合能力，企业拥有核心

竞争力可以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能获得超出同业平均水平

的超额收益。核心竞争力具备以下几个特征：淤价值性。核心

核心竞争力导向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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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的以财务业绩为主导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本文认为业绩评价应以核心竞争力为

导向，针对企业文化、技术创新等核心竞争力培育和保持的关键影响因素设置评价指标，反映企业整体业绩和竞争优势。

【关键词】业绩评价 核心竞争力 指标体系

例 4：假定例 2中，乙公司购入固定资产价格为 63万元，

其他情况不变。

甲公司内部处置时形成内部处置损失“营业外支出”7万

元，乙公司固定资产原价中含有该未实现内部处置损失 7万

元，应予以抵销。借：固定资产———原价 7万元；贷：营业外支

出 7万元。乙公司 2007年少提折旧：7衣3.5衣2越1（万元）。借：

管理费用 1万元；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万元。

二、内部交易固定资产以后期间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的抵销处理

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涉及以前期间固定资产原价

中含有的未实现内部损益、以前期间多提或少提折旧、本期多

提或少提折旧的抵销处理。

例 5：接例 1，甲公司连续编制以后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其

他情况不变。

1. 2008年的抵销处理。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20万

元；贷：固定资产———原价 20万元。借：固定资产———累计折

旧 2万元；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2万元。借：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4万元；贷：管理费用 4万元。

2. 2009年的抵销处理。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20万

元；贷：固定资产———原价 20万元。借：固定资产———累计折

旧 6万元；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6万元。借：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4万元；贷：管理费用 4万元。

关于 2010年、2011年等有关抵销处理从略。

三、内部交易固定资产超期使用期间的抵销处理

超期使用期间，内部购入固定资产企业不再计提折旧，因

此有关抵销只涉及固定资产原价中含有未实现内部损益的抵

销和原多提或少提折旧的抵销。

例 6：接例 1，甲公司在 2012年、2013年仍在使用该项固

定资产，其他情况不变。

1. 2012年的抵销处理。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20万

元；贷：固定资产———原价 20万元。借：固定资产———累计折

旧 18 万元；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18 万元。借：固定资

产———累计折旧 2万元；贷：管理费用 2万元。

2. 2013年的抵销处理。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20万

元；贷：固定资产———原价 20万元。借：固定资产———累计折

旧 20万元；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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