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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投资评估增值 的

合并会计报表抵销问题

刘绍军  彭启发

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过程中，关于内部投资所发生的资

产评估增值是否应在合并会计报表中予以合并抵销的问题，《合

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没有明确说明 ，实际操作中也存在着正反

两种观点，本文赞同应当进行合并抵销这一观点，拟就此作一探

讨并提出一种内部合并抵销的处理方法。

一、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可不予以合并抵销。因《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

定》没有规定内部投资行为中因资产评估增值所产生的资本公

积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中应予以合并抵销， 所以公司可以自行

选择任一种会计处理方法并一贯性执行。

第二种观点：应当进行合并抵销。理由如下：

1、《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的立法宗旨很明显：因内部交

易所发生的对合并会计报表的影响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应全

部予以抵销，并强调从企业集团的角度看待内部交易行为。

2、《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在列举需要抵销的事项时 ，虽

没有明确提到评估增值投资的合并抵销问题，但却对 “内部交

易”进行了定义：“内部交易，是指由母公司与其所有子公司组成

的企业集团范围内，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交

易。”从目前的会计实践来看，这里提到的“交易”应是广义上的

交易，包括商品 、固定资产购销，还应该包括投资行为。而且认定

投资行为是一种交易行为，这可从《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标

准备忘录第 1号》上得到佐证：“关联交易主要包括a、购销商品

…… h、合作投资建立企业、开发项目等。”可见内部投资行为实

际上是一种内部交易行为，而内部交易行为是需要合并抵销的 ，

如果允许公司就该类事项可不予以合并抵销，则会为公司增加

净资产留下了很大的操纵空间，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监管。
本文倾向于在合并会计报表中予以合并抵销的会计处理方

法。正如上文提到的，作为合并会计报表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是要

将内部交易行为所产生的合并报表影响予以合并抵销， 从合并

会计报表的角度看，原来账面值为零的资产因为内部的投资行

为而有所列示，虽然从单个会计报表来看反映了真实的情况 ，也

是符合现行会计法规的，但这样显然不符合企业集团的实际情

况，也不符合现行有关合并会计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

二、连续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及其后续会计处理

内部投资中资产评估增值部分在未对企业集团外部单位实

现前，均应视为“内部交易”行为处理。当投资所涉及到的具体资

产对外实现销售或被投资的子公司已经发生股权转让时， 母公

司单个会计报表上反映的资本公积则属于真正的已实现的销售

收入，方可用于分配或转增股本。以具体案例说明如下：

案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某从事生物制药的A公司拥

有一 专利技术，2000年账面价值为零（自行研发的生物技术，未

入账）。2000年底，公司拟以该项专利技术对外投资，聘请了评估

机构对该专利技术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6 000万元，即评估增

值6 000万元。随后，公司以该项业经评估后的专利技术按评估

报告所载明的评估价值6 000万元作价投资到B公司（B公司注册

资本 10 000万元），享有6 000万元的权益，并持有B公司60% 的股

权。上述投资行为后，A公司将该项技术的评估增值额6 000万元

列示为资本公积（如不考虑企业所得税，账务处理为：借记“长期

股权投资- B公司”6 000万元，贷记“资本公积”6 000万元）；而

B公司账面上则列示了无形资产6 000万元，并按10年进行摊销，

每年影响损益600万元，计入管理费用。A公司从2001年起历年

来均将B公司纳入了合并会计报表范围。会计处理如下（单位：万

元）：

1、2001年度合并会计报表的分录如下：

a、将内部投资增值所产生的无形资产及资本公积予以合并

抵销：

借：资本公积  6 000

贷：无形资产  6 000

b、将无形资产的摊销金额予以合并抵销：

借：无形资产  600

贷：管理费用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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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年的合并抵销分录编制如下：

a、同2001年的分录a。

b、将无形资产的本年摊销及以前年度的摊销金额予以合并

抵销：

借：无形资产  1 200

贷：管理费用  600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600

3、2003年至2010年的合并会计报表抵销分录思路与2002年

的相同。

4、2011年，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编制的合并抵销分录

为：

借：资本公积  6 000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6 000

关于无形资产的摊销不需再编制合并抵销分录。

5、中途B公司将该项无形资产予以出售 ，具体分为三种情

况：

a、平价或溢价转让，即转让该无形资产的作价金额不低于

原评估价值6 000万元。假设2002年末B公司将该项无形资产予

以出售，转让价格为7 000万元。此时，B公司会计分录为借记“银

行存款”7 000万元，贷记“无形资产”4 800万元，贷记“营业外收

入”2 200万元。合并抵销分录则为：

借：资本公积  6 000

贷：无形资产  6 000

借：无形资产  1 200

贷：管理费用  600（B公司本年出售前的当年无形资产摊销额）

年初未分配利润  600

借：无形资产  4 800

贷：营业外收入  4 800

上述单个会计报表分录及合并抵销分录对合并未分配利润

的最终影响结果为7 000万元〔B公司摊销计入2001年、2002年管

理费用的（-1 200）万元+合并抵销分录所抵销的2001年度、2002

年度管理费用1 200万元+B公司确认的营业外收入2 200万元+

合并抵销所确认的营业外收入4 800万元〕，真实反映了企业集

团以账面值为零的资产作价7 000万元转让的事实。

b、折价出售，且转让定价虽低于原评估报告金额，但高于转

让时的账面价值。假设2002年末B公司将该项无形资产予以出

售，转让价格为5 000万元。此时，B公司会计分录为借记“银行存

款”5 000万元，贷记“无形资产”4 800万元，贷记“营业外收入”

200万元。合并抵销分录则为：

借：资本公积  6 000

贷：无形资产  6 000

借：无形资产  1 200

贷：管理费用  600

年初未分配利润  600

借：无形资产  4 800

贷：营业外收入  4 800

上述单个会计报表分录及合并抵销分录对合并未分配利润

的最终影响结果为5 000万元〔B公司摊销计入2001年、2002年管

理费用的（-1 200）万元+合并抵销分录所抵销的2001年度、2002

年度管理费用1 200万元+B公司确认的营业外收入200万元+合

并抵销分录所确认的营业外收入4 800万元〕，真实反映了企业

集团以账面值为零的资产作价5 000万元转让的事实。

c、折价出售，且转让定价低于原评估报告金额，也低于转让

时的账面价值。假设2002年末B公司将该项无形资产予以出售，

转让价格为4 000万元。此时，B公司会计分录为借记“银行存款”

4 000万元，借记“营业外支出”800万元，贷记“无形资产”4 800

万元。合并抵销分录则为：

借：资本公积  6 000

贷：无形资产  6 000

借：无形资产  1 200

贷：管理费用  600

年初未分配利润  600

借：无形资产  4 800

贷：营业外收入  4 000

营业外支出  800

注：此处合并抵销分录将原单个报表计入的“营业外支出”

800万元予以了冲回，系为了不至于产生“针对同一事项，即产生

营业外支出、又产生营业外收入”的异常情况。

上述单个会计报表分录及合并抵销分录对合并未分配利润

的最终影响结果为4 000万元〔B公司摊销计入2001年、2002年管

理费用的（-1 200）万元+合并抵销分录所抵销的2001年度、2002

年度管理费用1 200万元+B公司确认的营业外支出（-800）万元+

合并抵销分录所抵销的营业外支出800万元+合并抵销分录所

确认的营业外收入4 000万元〕，真实反映了企业集团以账面值

为零的资产作价4 000万元转让的事实。

6、中途A公司将所持有的B公司的股权予以转让，即原评估

增值部分完全实现。假设2002年初，A公司将所持有B公司的股

权全部予以转让，A公司不需要再编制对B公司的合并会计报

表，鉴于A公司原来投资评估增值已通过股权转让完全实现，则

A公司应作如下会计分录：

借：资本公积  6 000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600

贷：投资收益  5 400

当然股权转让时，上述资本公积转入投资收益的分录还有

其他两种备选方案可供选择：

（1）由于该项投资行为系以前年度产生，如果将该收益全数

体现在股权转让当年，不够恰当和谨慎，因而宜作会计分录：

借：资本公积  6 000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6 000

如此会计处理后，公司的年初未分配利润将与上年不一致，

公司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对此予以说明。
（2）针对备选方案（1）的年初未分配利润缺乏对应关系，可以

将该会计分录修正为：
借：资本公积  6 000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600

贷：未分配利润-其他转入（利润分配表项目）  5 400

（作者单位：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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