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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公司多了，汇总和合并财务

报表的工作量就会相应增加，很多公司

觉得应付不过来。特别是上市公司，因为

要求披露季报，财务部门更是叫苦连天。

其实，会计核算有很多“窍门”，如果你

经常有意识地发现和运用这些“窍门”，

你会觉得会计核算也很有乐趣。下面向

大家介绍一下“内部往来”科目的巧用。

（一）“内部”的定义

狭义的“内部”仅包括汇总范围，广

义的“内部”则包括合并范围。为了充分

发挥“内部往来”科目的作用，不妨将“内

部”定义为后者。

（二）“内部往来”科目的性质

“内部往来”是“两性”科目，可以界

定为借方科目，也可以界定为贷方科目。

界定为借方科目还是贷方科目，本身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同一企业集团内必须

统一。即 ：要么将“内部往来”规定为借

方科目，统一在资产负债表资产方列示 ；

要么将“内部往来”规定为贷方科目，统

一在资产负债表负债方列示。

（三）“内部往来”科目核算的内容

按对象分，“内部往来”核算的内容

包括 ：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往来，分公司

与分公司的往来 ；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往

来，子公司与子公司的往来 ；分公司与子

公司的往来。按性质分，“内部往来”核

算的内容包括 ：因销售或购买货物、劳

务等而产生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预收

账款和预付账款 ；因代垫、暂收、暂付

等而产生的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四）“内部往来”科目的设置

为了满足汇总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

报表的不同需要，企业集团可以设置两个

“内部往来”一级科目，即“内部往来 1”

和“内部往来 2”。“内部往来 1”用来核算

汇总范围内的往来，即总公司与分公司的

往来，分公司与分公司的往来 ；“内部往

来 2”用来核算合并范围内的往来，即母

公司与子公司的往来，子公司与子公司的

往来，分公司与子公司的往来。

在一级科目下，企业集团可以按款项

性质（应收账款、应付账款、预收款项、

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分

别设置二级明细 ；在二级明细下，再按集

团本部和分、子公司分别设置三级明细。

由于“内部往来 1”仅仅在编制母公司财

务报表时有用，为了更加简便，“内部往

来 1”也可以跳过款项性质，而直接按集

团本部和分公司设置二级明细科目。

（五）“内部往来”科目的运用分析

第一，“内部往来”科目的运用使得

汇总和合并财务报表变得非常快捷。根

据规定，纳入汇总和合并范围的企业间

的往来，在编制母公司和合并报表时需

要抵销。由于企业集团内企业间的往来

分别在“内部往来 1”和“内部往来 2”科

目作了归集，并且统一规定了借贷方向，

因此，在编制汇总财务报表时，总公司与

分公司的往来，分公司与分公司的往来

自动抵销，“内部往来 1”余额为零 ；在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母公司与子公司

的往来，子公司与子公司的往来，分公

司与子公司的往来也自动抵销，“内部往

来 2”余额为零。这样，合并财务报表就

可以不做“内部往来”有关抵销分录 ；母

公司财务报表也仅需做一笔还原分录即

可，即根据“内部往来 2”的二级明细，将

“内部往来 2”还原为“应收账款”、“应付

账款”、“预收款项”、“预付款项”、“其他

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

第二，运用“内部往来”科目后能够

及时检验内部往来的正确性。如果在编

制母公司和合并报表时，“内部往来 1”和

“内部往来 2”余额不是零，就表明企业

集团内公司间往来没有对平。

第三，可以获得有用的会计信息。

“内部往来”科目的设置，客观上将往来

款区分为“内部”和“外部”两部分，因此，

对于企业集团正确分析集团资产占用和

资金来源情况，合理安排和使用资金，

发挥集团整体资源优势等方面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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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内部往来”

大型临时设施和过渡工程费在预算

计划成本中单独列项，而在财务核算的

实际成本中在其他直接费里列支。由于

铁路工程项目的大型临时设施一般造价

较高且结构、工序较为复杂，单独列项

更能详细、明确地体现其成本费用组成，

所以没有必要把预算计划成本中的大型

临时 设 施和过渡工程费与其他费用合

并。同时，财务核算其他直接费下的“临

时设施”科目时，应设置二级科目“大型

临时设施”和“小型临时设施”进行明细

核算，并注意不是单纯地核算外包费用，

而要把为建设大型临时设施而发生的自

行投入的人工、材料、机械等成本费用

也计入其中。■

（作者单位：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一

航局铁路分公司财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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