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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于纳入合并范围的企业之

间因内部交易形成的存货、个别报表在期末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及其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要

进行合并抵销处理。本文就此进行探讨。

一、发生减值年度的合并抵销处理

内部交易购入的存货，期末个别报表按可变现净值低于

取得成本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同时，按账面价值小于其

计税基础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但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从整个企业集团角度出发，除

了需要抵销未实现的内部利润，还要通过对内部交易存货的

期末可变现净值与原始成本进行比较，全部或部分抵销个别

报表中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而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产生的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也应以原始成本

计算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额为前提，对个别报表中根

据取得成本计算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确认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数额进行抵销处理。

例 1：甲、乙公司为同一企业集团的两个子公司，2007年

12月初，甲公司从乙公司购入一批 A材料，该 A材料的原始

成本为 8 000元，甲公司取得的成本为 10 000元，内部销售

毛利率为 20%。甲公司购入后，至年末尚未对外出售。2007年

12月 31日，甲公司经减值测试，该批 A材料的可变现净值为

9 000元。假定两公司的所得税税率均为 25%。

对此，在母公司合并报表中，应作如下抵销处理：

（1）抵销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内部利润。

借：营业收入 10 000

贷：营业成本 8 000

存货 2 000

（2）抵销个别报表中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由于个别报表

因 A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9 000元低于其取得成本 10 000元，

计提了 1 000元的存货跌价准备，但从整个企业集团角度出

发，A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9 000元高于其原始成本 8 000元，

并未发生减值。因此，应作抵销分录：

借：存货跌价准备 1 000

贷：资产减值损失 1 000

（3）在母公司合并报表中补充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甲公司个别报表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计税基础-

按取得成本计算的账面价值）伊所得税税率=［10 000-（10 000-

1 000）］伊25%=250（元）。

母公司合并报表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计税基础-

按原始成本计算的账面价值）伊所得税税率=（10 000-8 000）

伊25%=500（元）。

母公司合并报表应补充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500-

250=250（元）。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

贷：所得税费用 250

如果 2007年 12月 31日，甲公司该批 A材料经减值测

试的可变现净值为 7 200元。则甲公司在个别报表中按 A材

料的可变现净值 7 200元低于其取得成本 10 000元的差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 800元；并按 A材料的账面价值 7 200

元小于其计税基础 10 000元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2 800元，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700元（2 800伊25%）。

而母公司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应当确认的减值损失仅仅

为 A材料可变现净值 7 200元低于其原始成本 8 000元的差

额 800元，比个别报表少 2 000元，因而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 2 800元［10 000-（8 000-800）］，而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也为 700元（2 800伊25%）。因此，在合并报表中，除应当抵

销内部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利润之外，还应当抵销甲公司个别

报表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2 000（2 800-800）元。由于合并

报表与个别报表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相等，因此不需要

予以抵销，应作抵销分录为：

（1）抵销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内部利润（同前）。

（2）抵销个别报表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借：存货跌价准备 2 000

贷：资产减值损失 2 000

【摘要】根据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对于纳入合并范围的企业之间因内部交易形成的存货，个别报表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及其确认的递延所得税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合并抵销。本文分别对发生减值年度和连续年度

所涉及的合并抵销处理方法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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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续年度的合并抵销处理

在连续年度的合并抵销处理中，首先，对上年度合并抵销

的未实现内部利润、存货跌价准备及递延所得税资产对本年

年初未分配利润的影响进行抵销；其次，计算年末结存存货包

含的未实现内部利润，同时根据年末结存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分别比较其取得成本和原始成本，并将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

的账面价值分别比较计税基础；最后，将个别报表中包含的未

实现内部利润、补提或冲减的存货跌价准备及其相应确认或

转回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予以抵销。

例 2：承例 1，假定甲公司 2008年又从乙公司购入 A 材

料，取得成本为 30 000元，2008年 12月 31日，A材料的结存

成本为 12 000元，其可变现净值为 9 800元，内部销售毛利

率仍为 20%。编制合并报表时应作抵销分录。

（1）抵销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内部利润。

淤抵销上年度未实现内部利润对本年年初未分配利润的

影响。

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2 000

贷：营业成本 2 000

于抵销本年度结存存货包含的未实现内部利润。

借：营业收入 30 000

贷：营业成本 30 000

借：营业成本（12 000伊20%） 2 400

贷：存货 2 400

（2）抵销个别报表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淤抵销上年度结存存货跌价准备对本年年初未分配利润

的影响。

借：存货跌价准备 1 000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1 000

于抵销本年度个别报表补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个别报表

补提存货跌价准备=12 000-9 800-1 000=1 200（元）。

而母公司合并报表应将可变现净值 9 800元与原始成本

9 600元（12 000-12 000伊20%）进行比较，说明对整个企业集

团来说，该材料仍未发生减值，应当将个别报表补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 1 200元予以抵销处理。

借：存货跌价准备 1 200

贷：资产减值损失 1 200

（3）抵销个别报表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淤抵销上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对本年年初未分配利润的

影响。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250

于抵销本年度个别报表多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个别报表本年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12 000-9 800）

伊25%-250=300（元）。

合并报表本年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12 000-9 600）

伊25%-500=100（元）。

个别报表本年比合并报表多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300-

100=200（元）。

借：所得税费用 2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00

例 3：承例 2，如果 2008年 12 月 31 日上述 A材料的结

存成本仍为 12 000元，其可变现净值为 12 500元，其他资料

不变。在个别报表中，甲公司冲减存货跌价准备 1 000元，同

时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元。应作会计分录为：

借：存货跌价准备 1 000

贷：资产减值损失 1 000

借：所得税费用 25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

在这种情况下，合并报表的抵销应作如下处理：

（1）抵销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内部利润。

淤抵销上年度未实现内部利润对本年年初未分配利润的

影响。

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2 000

贷：营业成本 2 000

于抵销本年度结存存货包含的未实现内部利润。

借：营业收入 30 000

贷：营业成本 30 000

借：营业成本（12 000伊20%） 2 400

贷：存货 2 400

（2）抵销个别报表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淤抵销上年度结存存货跌价准备对本年年初未分配利润

的影响。

借：存货跌价准备 1 000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1 000

于抵销本年度个别报表冲减的存货跌价准备。

借：资产减值损失 1 000

贷：存货跌价准备 1 000

（3）抵销个别报表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淤抵销上年度递延所得税资产对本年年初未分配利润的

影响。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250

于抵销本年度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甲公司个别报表本年应转回的递延所得税资产=250-0=

250（元）。

母公司合并报表本年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12 000-

9 600）伊25%-500=100（元）。

母公司合并报表应补充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元，同

时抵销个别报表转回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元，抵销分录为：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350

贷：所得税费用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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