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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探合并财务报表所得税问题

企业集团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在涉及集团内部交易，特别

是当母子公司或子子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频繁或金额较大可

能导致内部未实现收益金额较大（如集团内部未实现的总收益

达到整个集团总利润的 10%以上）时，集团内部所得税是一个

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拟就母公司和子公司组成的企业

集团分别申报所得税条件下，集团内部交易各种情形对合并

财务报表所得税的影响谈些看法。

一、企业集团内部未实现损益对合并财务报表所得税的

影响

企业集团内部损益是因母子公司或子子公司之间的内部

交易产生的。对于集团整体而言，此损益并未实现，而作为“受

益方”的母公司或子公司已将其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的组成部

分计提了所得税，并反映在各自的会计账簿和报表中。因此，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在抵销了合并内部损益后，应将由此

产生的所得税影响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从而使合并财务报

表更趋于合理化。

然而现行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并未对此做出规范。财政

部 1995年 2月 9日发布的《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虽然规

定了抵销内部资产交易未实现利润或亏损的方法，却忽视了

对内部交易的未实现利润或亏损而产生的时间性差异的纳税

影响作适当处理，导致了合并会计利润与合并所得税费用不

匹配，合并净利润不能恰当地反映整个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在我国 2006年 2月新出台于 2007年 1月 1日

在上市公司率先施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中，仍未增加合

并财务报表中所得税会计处理的规定。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

认为，企业集团内部损益对合并所得税的影响可通过设置“合

并递延所得税”或“合并递延税款”这一科目来单独反映因合

并产生的应递延的所得税。

二、企业集团存在内部应收账款对合并财务报表所得税

的影响

企业集团存在内部应收账款并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

时，由于存在内部应收账款而产生的未实现收益或费用会对

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产生影响。

例 1：P公司为 S公司 80%的控股公司，两公司均采用纳

税影响法（递延法或债务法）核算所得税。P公司所得税税率

为 30%，S 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15%，P公司本期应收 S 公司

500 000元账款，其应收账款按余额 5译计提坏账准备，本期

坏账准备余额为 2 500元。

P公司与 S公司期末抵销分录为：借：应付账款 500 000

元；贷：应收账款 500 000元。借：坏账准备 2 500元；贷：管理

费用 2 500元。

由于 P公司和 S公司分别申报所得税，且税率不一致，因

而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按内部费用方（P公司）税率计

算编制抵销分录：借：所得税 750元（2 500伊30%）；贷：合并递

延所得税 750元。

三、企业集团内部交易形成存货对所得税的影响

企业集团内部交易（母子公司或子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所

产生的内部存货往往包含有内部利润，因而在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时，应将此利润予以抵销。同时对因此产生的所得税也应

作相应的会计处理。

1. 合并当年产生的内部利润对所得税的影响。合并当年

产生的内部利润对合并所得税的影响仅涉及当年集团内部存

货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内部利润。

例 2：P公司 2005年通过购买 S公司发行在外 80%的普

通股成为 S公司的控股公司。2005年末，P公司对 S公司的内

部销售收入总计 200 000元，内部毛利率 20%；S公司对外出

售 P公司产品 50%，售价 200 000元。

因为 P公司与 S公司是母子公司关系，所以期末其内部

未实现利润应予抵销，分录为：借：主营业务收入 200 000元；

贷：主营业务成本 180 000元，存货 20 000元。

利润与所得税有密切的关系，P公司与 S公司期末内部

未实现利润抵销后，必然影响其合并所得税。由于 P公司和 S

公司分别申报所得税，税率为 33%，因此需要在 2005年 12月

31日对其所得税作以下抵销分录：借：合并递延所得税 6 600

元（20 000伊33%）；贷：所得税 6 600元。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P公司（控股 S公司的母公司）

已将内部存货中包含的未实现利润 20 000元作为母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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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利润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所以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需

要将其转入递延项目。

2. 合并以后年度产生的内部利润对所得税的影响。企业

集团在合并以后年度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通常既要考虑合

并当年内部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内部利润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

响，又要考虑以前年度内部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内部利润对合

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其对合并所得税的影响。

例 3：接例 2。2006 年 P 公司对 S 公司发生内部销货

100 000元，内部毛利率仍为 20%；S公司当年末除将上年购

自 P公司存货的剩余 50%售出外，又售出本年购进的 80%，售

价为 360 000元。

根据例 2同样的道理，P公司与 S公司期末需将内部未

实现利润予以抵销，分录为：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20 000元；

贷：主营业务成本 20 000元。借：主营业务收入 100 000元；

贷：主营业务成本 96 000元，存货 4 000元。

同样，P公司与 S公司期末内部未实现利润抵销后，必然

要对合并所得税进行抵销。但需注意的是，这里所得税的抵销

牵涉跨年度，会计处理要复杂一些。

这里仍然假设 P公司和 S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为 33%。考

虑到其上期内部未实现利润在本期已得到实现，因此需要将

因上期内部未实现内部利润导致的包含在上期所得税费用中

的部分所得税费用从本期期初转出来，然后转入本期应交的

所得税费用，其抵销分录为：借：所得税 6 600 元（20 000伊

33%）；贷：期初未分配利润 6 600元。

抵消本期发生的内部未实现利润对合并所得税的影响与

前面所述相同，其抵销分录为：借：合并递延所得税 1 320元

（4 000伊33%）；贷：所得税 1 320元。

四、企业集团内部交易形成固定资产对所得税的影响

企业集团内部交易后购买方将交易货物作为固定资产记

入本企业所属账户，销售方因此交易而产生的利润也属于内

部收益或内部利得，此内部利得从交易发生时到该项资产报

废或出售前，一直对合并财务报表所得税产生影响。另外，此

项固定资产内含的内部利得由于每年计提折旧费用，从而无

形之中增加了集团的费用，由此而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贷项也

应进行相应的处理。

企业集团因购买资产在当年形成内部利得对所得税的影

响及会计处理有以下两种情况：

1援 内部利得对所得税的影响及其会计处理。

例 4：A公司与 B 公司为同属蓝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2005年 A公司从 B公司购入一台电子设备作为 A公司的固

定资产，售价 20 000元，毛利率 20%，A、B两公司都为独立申

报纳税的企业。

因 A、B公司均系蓝天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故蓝天集团

2005年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将 A、B公司相互间的交易作

为内部交易予以抵销，其抵销分录为：借：主营业务收入

20 000元；贷：主营业务成本 16 000元，固定资产原价 4 000元。

由于 B公司在此项交易中已将 4 000元利得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因此，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将此交易产生的所

得税予以抵销，其抵销分录为：借：合并递延所得税 1 320元

（4 000伊33%）；贷：所得税 1 320元。

2. 利得以后年度此项交易对合并所得税带来的递延影

响及其会计处理。

例 5：接例 4。蓝天集团在 2006年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需要就上例产生的内部利得做抵销分录：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4 000元；贷：固定资产原价 4 000元。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合并

财务报表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仍然要涉及B 公司的期初未分

配利润，其抵销分录为：借：合并递延所得税 1 320元（4 000伊

33%）；贷：期初未分配利润 1 320元。对折旧费用所作的合并

抵销分录则需要累加 2005年的折旧额，其抵销分录为：借：

累计折旧 800元；贷：管理费用 400元，期初未分配利润 400

元。由此引起的合并所得税问题的会计处理为：借：所得税

132元，期初未分配利润 132元；贷：合并递延所得税 264元

（800伊33%）。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合并递延所得税系当年因多计提

折旧费用而转回的所得税以及因上年多计提的折旧费用而需

要转出的所得税相加之和。

五、企业集团内部债券推定赎回对所得税的影响

例 6：P公司为 S公司 80%的控股公司，即 P、S公司为母

子公司关系。两公司均采用纳税影响法（递延法或债务法）核

算所得税。P 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30%，S 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15%，本期期初 P公司以 2 300 000元的价格收购 C公司持

有的 S公司发行的五年期一次还本付息公司债券，该债券票

面金额为 2 000 000元，票面利率为 10%，由 S公司于上年初

按面值发行。P公司对债券溢价采用直线法摊销。则：

期末抵销分录为：借：应付债券 2 400 000元（2 000 000垣

2 000 000伊10%伊2），合并价差 75 000元；贷：长期债券投资

2 475 000元［2 300 000垣2 000 000伊10%-（2 300 000-2 000 000

-2 000 000伊10%）/4］。借：投资收益 175 000元［2 000 000伊

10%-（2 300 000-2 000 000-2 000 000伊10%）/4］；贷：财务费

用 175 000元。

由于 P公司和 S公司享受不同的所得税政策，所以尽管

它们是母子公司，仍然需分别申报所得税。P公司多计了投资

收益，可视为产生了可抵减暂时性差异。因此在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时，P公司和 S公司应按各自的所得税税率计算编制抵

销分录如下：借：合并递延所得税 52 500元（175 000伊30%）；

贷：所得税 52 500元。借：所得税 26 250 元（175 000伊15%）；

贷：合并递延所得税 26 250元。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其中所得

税一栏并非各子公司与母公司个别会计账簿和报表所得税的

简单相加，而是需要在抵销内部收益时对所得税进行相应的

调整，使之符合会计账簿和报表中的勾稽关系，从而使合并财

务报表反映的信息更趋于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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