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企业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涉及的内部交易形成固定资产清理的抵销处理包括到期清理抵销处理、提前清理抵

销处理和超期清理抵销处理。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到期清理的抵销根据其在内部交易时是否产生未实现内部损益可分为内

部交易时不产生未实现内部损益和内部交易时产生未实现内部损益两种情况。本文采取举例说明的方式探讨了以上情况

的抵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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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财务报表中内部交易

固定资产清理的抵销处理

企业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涉及内部交易形成固定资产清

理的抵销处理包括到期清理抵销处理、提前清理抵销处理和

超期清理抵销处理。下面，笔者举例予以说明。

一、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到期清理的抵销

内部交易固定资产根据其在内部交易时是否产生未实现

内部损益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 内部交易时不产生未实现内部损益。

例 1：甲公司是控制乙公司的母公司。甲公司 2004年 12

月 15日将自用的固定资产转让给乙公司作为管理性质固定

资产使用，该项固定资产原值 100万元，已提折旧 40万元，内

部转让价格为 60万元。乙公司购入后预计还能使用 3年，预

计净残值为 3万元，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2007年 12月 20

日因使用到期，乙公司将其报废，残值变价收入 2万元。假设

不考虑相关税费影响。

作为本例来讲，内部转让时没有产生内部清理净损益，因

此甲公司在编制 2005年度、200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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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服务指导意见》，力促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的金融

服务。但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会计信息不真实等情况，更有

个别企业的欺诈行为和由此引发的抽逃资金、拖欠账款、逃废

银行债务、恶意偷税欠税、产品低劣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中小企业的整体形象，这种信息不对称性加大了国有商业

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交易成本，致使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

企业贷款的积极性不高。

当前，随着市场竞争机制的成熟，中小企业的经济效益出

现两极分化。产品有销路、企业有效益、资信度高的优质中小

企业越来越成为各银行争夺的对象。各银行纷纷实行客户经

理制度和黄金客户制度，加大对优质中小企业的授信额度，改

善对优质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因而这部分企业的贷款需求

能够及时得到满足。还有部分优质中小企业资金相对充裕，对

贷款的需求不迫切。但是，一些有发展潜力而目前状况并不十

分看好的中小企业，往往因银行方面缺乏识别能力而被冷落。

至于那些效益差的中小企业更是无法获得银行贷款。

其实，以发展的眼光看，随着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直接

融资将对信贷资产造成直接的“挤出效应”，而且除股市外，债

券市场也将对信贷资产产生“替代效应”。这样，商业银行包括

国有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型企业更

偏向于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商业银行将被迫在中小企业业

务上拓展空间。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与一般的商业银行有所

不同，应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积极考虑该为中小企业做些

什么，不能把贷款难的责任都推到中小企业的身上，而应多从

银行方面查找原因。在放贷业务中，不能过分强调与依赖外部

环境，要加强银企沟通，改善金融服务，积极寻求解决对策。较

为现实的选择就是努力建立一套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信

贷管理机制。但现实情况与此还有较大的差距，现在国有商业

银行往往是风险防范讲得多，信贷增量讲得少，贷款责任讲得

多，提升服务讲得少，造成了许多信贷员“不求有功，但求无

过”的心理。所以，要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在强调防范

贷款风险的同时还要降低贷款准入条件，简化贷款审批程序，

特别是要完善激励机制，鼓励信贷员深入中小企业调查研究，

对于确有发展前景、有还贷能力但暂时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

大胆发放贷款。只要国有商业银行以坚持社会责任为己任，与

中小企业共同努力，共同营造良好的信用氛围，中小企业贷款

难的问题就能逐步缓解并最终得到解决。

【注】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企业社会责任与

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研究”（编号：06ZC187）的阶段性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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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抵销处理。

乙公司到期报废该项固定资产时，产生清理净损失计入

营业外支出 1（3原2）万元。

由于以前内部交易时没有产生内部清理净损益，因此甲

公司在编制 200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也无需进行抵销处理。

2. 内部交易时产生未实现内部损益。

例 2：假设例 1中甲公司与乙公司的内部转让价格为 63

万元，其他条件不变。

内部交易时产生未实现内部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 3

（63原60）万元。

甲公司编制 2004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抵销处理为：借：

营业外收入 3万元；贷：固定资产———原价 3万元。

甲公司编制 2005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抵销处理为：借：

未分配利润 3万元；贷：固定资产———原价 3万元。借：固定资

产———累计折旧 1万元；贷：管理费用 1万元。

甲公司编制 200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抵销处理为：借：未

分配利润 3万元；贷：固定资产———原价 3万元。借：固定资

产———累计折旧 1万元；贷：未分配利润 1万元。借：固定资

产———累计折旧 1万元；贷：管理费用 1万元。

甲公司编制 200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有关处理可按以

下两种思路进行：

（1）分步抵销。

第一步，清理前的抵销处理。淤抵销原内部交易时固定资

产中含有的内部交易损益。借：未分配利润 3万元；贷：固定资

产———原价 3万元。于抵销 2005年、2006年多提的折旧。借：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2万元；贷：未分配利润 2万元。盂抵

销 2007年多提的折旧。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万元；

贷：管理费用 1万元。

第二步，清理中的抵销处理。淤抵销乙公司到期清理时因

内部交易产生的多转销固定资产原价。借：固定资产———原价

3万元；贷：营业外支出 3万元。于抵销乙公司到期清理时因

内部交易产生的多转销累计折旧。借：营业外支出 3万元；贷：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3万元。

（2）综合抵销。

淤将分步抵销中第一步的淤与第二步的淤抵销分录合

并。借：未分配利润 3万元；贷：营业外支出 3万元。此步抵销

可以理解为，原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随着固定资产的处置已

变为本期处置损益。

于将分步抵销中第一步的于、盂与第二步的于分别合并。

借：营业外支出 2万元；贷：未分配利润 2万元。借：营业外支

出 1万元；贷：管理费用 1万元。

此步抵销可以理解为，因原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导致后

期多提的累计折旧，随着乙公司对固定资产的处置变为本期

损益。此种抵销处理是当前比较常见的抵销处理方式。

当然以上抵销分录可以合并编制：借：未分配利润 1万

元；贷：管理费用 1万元。

关于抵销处理时，应该抵销“营业外收入”还是“营业外支

出”，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对此未作规定和解释。一般

考虑清理时产生的净损益是计入“营业外收入”，不是计入“营

业外支出”。但通过上述合并分录发现，计入“营业外收入”还

是“营业外支出”，其最终结果是一致的。

例 3：假设例 1中甲公司与乙公司的内部转让价格为 54

万元，其他条件不变。

内部交换时产生未实现内部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 6

（60-54）万元。

甲公司编制 2004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抵销处理为：借：

固定资产———原价 6万元；贷：营业外支出 6万元。

甲公司编制 2005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抵销处理为：借：

固定资产———原价 6万元；贷：未分配利润 6万元。借：管理费

用 2万元；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2万元。

甲公司编制 200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抵销处理为：借：

固定资产———原价 6万元；贷：未分配利润 6万元。借：未分配

利润 2万元；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2万元。借：管理费用

2万元；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2万元。

甲公司编制 200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抵销处理为：借：

营业外支出 6万元；贷：未分配利润 6万元。借：未分配利润 4

万元；贷：营业外支出 4万元。借：管理费用 2万元；贷：营业外

支出 2万元。可以将以上三个会计分录合并为：借：管理费用

2万元；贷：未分配利润 2万元。

二、内部交易固定资产提前清理的抵销

例 4：假设例 1中甲公司与乙公司的内部转让价格为 63

万元，乙公司 2006年 12月 12日将其对外处置，处置收入为

15万元，其他条件不变。

乙公司处置时已提折旧 40［（63原3）衣3伊2］万元。处置净

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 8（63原40原15）万元。

甲公司在编制 200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的有关抵销处

理为：借：未分配利润 3 万元；贷：营业外支出 3 万元。借：

营业外支出 1万元；贷：未分配利润 1万元。借：营业外支出 1

万元；贷：管理费用 1万元。

以上抵销分录合并为：借：未分配利润 2万元；贷：营业

外支出 1万元，管理费用 1万元。

三、内部交易固定资产超期清理的抵销

例 5：假设例 1中甲公司与乙公司的内部转让价格为 63

万元，乙公司 2008年 12月 12日将其对外处置，处置收入为

1万元，其他条件不变。

乙公司处置净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 2（3原1）万元。

甲公司在编制 2006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时的有关抵销处

理为：借：未分配利润 3 万元；贷：营业外支出 3万元。借：营

业外支出 3万元；贷：未分配利润 3万元。

如果将以上抵销分录合并，则不难发现超期使用固定资

产无需进行抵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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