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务与技术

合并报表会计分录的

解析与简化

陈苑红  杜修铀

本文拟在对合并报表会计分录进行解析的基础

上，介绍一种相对简单易解的方法，希望能对合并报表

感到困难的会计专业学子和实际工作者有所帮助。
为便于说明，举一简例。19 ×6 年 12 月 31 日，P 公

司以 280 000 元现金收购 S公司 80% 股权，S公司的股

本总额为 100 000 元，资本公积为 50 000 元，未分配利

润为 80 000 元。在合并日，作为母公司的 P公司在对这

项投资作出会计记录的同时，可编制合并日的合并资

产负债表【注 1】，通常应作合并消除会计分录如下：

（A）借：普通股（S公司）【注 2】  100 000

资本公积（S 公司）  50 000

未分配利润（S公司）  80 000

合并价差  96 000

贷：长期投资（P公司）  280 000

少数股权  46 000

假定截止 1997 年 12 月 31 日，S公司当期净收益为

40 000 元，提取盈余公积 10 000 元，已发放现金股利

15 000 元。合并调整分录一般是：
（B）借：普通股（S公司）  100 000

资本公积（S 公司）  50 000

未分配利润（S公司）  80 000

投资收益（P公司）（40 000 ×80% ）  32 000

少数股权应享收益（40 000 ×20% ）  8 000

合并价差  96 000

贷：长期投资（P 公司）（280 000 + 32 000 - 15 000

×80 % ）  300 000

少数股权  51 000

现金股利（S公司）【注 3】  15 000

上述合并会计分录的问题在于借贷的项目多，且为

多借多贷，帐户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明晰，往往令初学者

摸不着头脑，只有靠死记。由于缺乏实质性的理解，一

旦情况发生变化就不知所措。如果依据合并报表的原

理，将上述复杂分录分解为若干一借多贷或一贷多借

的会计分录，即可化繁为简。
首先，合并会计分录（A）消除的是母公司对子公司

投资和母公司在子公司拥有的所有者权益项目。同时，

由于母公司实际投资与取得子公司权益的帐面价值之

间存在差异，这一分录还必须包括合并价差。此外，在

非完全控股的情况下，有部分子公司权益不属于母公

司，这部分权益在合并报表中要列为少数股权。分录

（A）将这三方面因素包括在一个会计分录之中，自然比

较复杂，对应关系也不可能十分清楚。据此，可按子公

司权益的对应关系将分录（A）分解为：
（1）借：普通股（S 公司）（100 000 ×80% ）  80 000

资本公积（S公司）（50 000 ×80% ）  40 000

未分配利润（S公司）（80 000 ×80% ）  64 000

合并价差  96 000

贷：长期投资（P 公司）  280 000

（2）借：普通股（S 公司）（100 000 ×20% ）  20 000

资本公积（S 公司）（50 000 ×20% ）  10 000

未分配利润（S 公司）（80 000 ×20% ）  16 000

贷：少数股权  46 000

分录（1）反映子公司的净资产中属于母公司权益的

部分（按帐面值），母公司投资按实际数，二者之间的差

额列为合并价差【注 4】。合并分录（2）则将子公司净资产

中不属于母公司的部分在合并报表中列为少数股权。
对应关系一目了然。

其次，分录 （B）是通过一段时期经营后的合并分

录。此时子公司股东权益中的未分配利润项目和母公

司的有关投资帐户已发生变动。由于合并报表不具备

日常会计记录的连续性，各项调整消除分录仅出现在

合并报表的工作底稿中，不记入任何公司帐户，因此在

以个别报表为基础编制期末合并报表时，合并分录不

仅包括对当期变动的调整，还必须包括对期初数的重

新调整。这使各项目间的对应逻辑关系很不清晰。

鉴于母、子公司报表的期末数均为会计记录的期

初数加上本期变动数的结果，合并报表对期末数的调

整可分解为对期初数和本期变动数的调整。也就是说，

1997 年末的合并分录（B）可按以下方式进行分解：

第一步，消除期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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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普通股（S公司）（100 000 ×80% ）  80 000

资本公积（S公司）（50 000 ×80% ）  40 000

未分配利润（S公司）（80 000 ×80% ）  64 000

合并价差  96 000【注5】

贷：长期投资（P公司）  280 000

（4）借：普通股（S公司）（100 000 ×20% ）  20 000

资本公积（S公司）（50 000 ×20% ）  10 000

未分配利润（S 公司）（80 000 ×20% ）  16 000

贷：少数股权  46 000

这两笔消除分录实际上与合并日的消除分录（1）和

（2）完全一样。目的是首先将母、子公司帐簿中未包括

的期初合并会计分录予以重新调整，使之建立在期初

数的基础上，然后再调整本期变动数。
第二步，消除本期变动数：

仍应划分为子公司本期实现净利润对母公司拥有

权益和少数股权的影响，母公司利润中已包含了按权

益法确认的对子公司投资收益，并将此收益和分配的

股利调整了“长期投资”帐户。为避免与合并报表中按

收入、成本、费用项目合并的子公司利润重复，须将权

益法下帐务处理的结果消除如下：

（5）借：投资收益（P公司）  32 000

贷：现金股利（S公司）（15 000 ×80% ）  12 000

长期投资（P公司）  20 000

子公司净利润中属于少数股权的部分，按规定应作

为合并净利润的减项，同时增加“少数股权”（也应扣除

已分配股利）。其会计分录为：

（6）借：少数股权应享收益（40 000 ×20% ）  8 000

贷：现金股利（S公司）（15 000 ×20% ）  3 000

少数股权  5 000

需说明的是，既然将有关项目分解为期初数和本期

变动数，有关帐户的余额应与这两项的合计数相等。这

实际上构成了数字之间的一种勾稽关系，有利于相互

验证。例如，本例中母公司“长期投资”帐户期末余额与

分录（3）、（5）贷记“长期投资”数字之和相等（300 000 =

280 000 + 20 000）。

至于再下一期期初净资产的合并消除分录，其原

理与（3）、（4）两笔会计分录完全相同。不过数字须以子

公司净资产在该会计期期初的实际金额为准。
如上例中，子公司 1997 年末普通股和资本公积期

末余额保持不变，未分配利润期末余额为 105 000 元

（期初数 80 000 加上本期净利润 40 000 减去现金股利

15 000）。

再下一会计期末（1998年末）对期初净资产的合并

消除分录即为：
（7）借：普通股（S公司）（100 000 ×80% ）  80 000

资本公积（S 公司）（50 000 ×80% ）  40 000

未分配利润（S公司）（105 000 ×80% ）  84 000

合并价差  96 000

贷：长期投资（母公司）  300 000

（8）借：普通股（S 公司）（100 000 ×20% ）  20 000

资本公积（S 公司）（50 000 ×20% ）  10 000

未分配利润（S公司）（105 000 ×20% ）  21 000

贷：少数股权  51 000

注意这两笔分录综合了上期末 4 笔合并分录的结

果，不是简单照搬。如少数股权为上期末合并分录（4）、

（6）的合计数。
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内部交易形成的相应相反项

目的抵销。实际上，现行有关合并报表的暂行规定和具

体会计准则对内部交易的做法及其原理与上述方法是

完全一致的。本文不再赘述。【注 6】

上述方法从合并报表的原理出发，先按期初数和

本期变动数，再按分属母公司和少数股东的权益，将复

杂的合并分录简化为若干个较为简单的会计分录，既

有利于理解合并分录的本质，又有利于使用者和学习

者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合并分录。只需记住一条简单

的规则：凡属于母公司的权益，以母公司拥有的子公司

权益比例去乘有关项目，合并价差只属于母公司（且按

目前我国有关规定基本是不发生变动的【注 7】）；属于少

数股东的权益，就以剩余比例去乘有关项目。

按照这样的思路去编制合并分录，虽然增加了几

个会计分录，但由于数字之间存在着勾稽关系，编制过

程中不容易出错，速度反而会提高。当然，这并不排斥

在达到相当的熟练程度之后，使用多借多贷分录。
【注 1】会计实务中对合并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通常没有

提供的要求。但为方便会计期末的报表合并工作，企业可自行

编制。

【注 2】括号中的 P公司或 S公司表示该项目调整对象属

于母公司或子公司的报表，并非要对 P 公司或 S 公司作出帐

务处理。没有括号的项目则表示该项目只在合并报表中出

现。下文同此。

【注 3】按现行规定应采用“应付利润”帐户，但笔者认为该

帐户系资产负债表中反映负债的帐户，而这里冲销的是对应

的所有者权益，故应采用“现金股利”以示区别。

【注 4】按照国际惯例，母公司投资超过子公司净资产帐面

价值的合并价差，可分解为净资产按公平市价估价增值和商

誉两部分。按照本文描述的方法，可先确定合并价差，再按其

原因进行分配，这样做有利于理解其后有关资产增值和商誉

摊销的分录。鉴于我国目前有关合并报表的有关规定和讨论

中的具体会计准则中对合并价差的帐务处理未作要求，故本

文未对此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注 5】读者可能注意到合并分录（1）、（3）中合并价差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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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是相同的。原因在于，我国目前有关合并报表的暂行规定和

有关具体准则的讨论稿中，均未对合并价差是否应进一步分

配到有关资产帐户中以及是否按相关资产的使用情况进行摊

销作出规定，因此将始终按合并日的金额反映在以后各期的

合并报表中。

【注 6】见《会计制度补充规定及问题解答》（第二辑）财政

部会计司编。
【注 7】参见《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以及有关具体会计

准则的征求意见稿。
责任编辑  宋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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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折扣方式

销售货物的

会计处理

刘永红

现行会计制度规定，工业生产企业发生的销售折

扣可冲减产品销售收入，商品流通企业发生的销售折

扣应通过“销售折扣与折让”科目进行核算，其会计处

理举例如下：

例：甲纳税人为推销其产品（商品），采取折扣方式

销售冰柜 100 台，不含税销售价 800 元 /台，折扣率为

5% ，会计处理应分别不同情况进行。
假定甲纳税人为工业生产企业，其会计处理为：

（1）折扣额和销售额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则计税

销售额为 800 ×100 ×95% = 76 000 元， 销项税额为

76 000 ×17% = 12 920 元。
借：银行存款  88 920

贷：产品销售收入  76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2 920

（2）折扣额与销售额不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

而是另开发票，则计税销售额为 800 ×100 = 80 000 元，

销项税额为 80 000 ×17% = 13 600 元。
借：银行存款  88 920

贷：产品销售收入  75 32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 600

〔折扣额与销售额不在同一张发票上，纳税人应缴

纳按折扣额计提的增值税，本例为 4 000 ×17% = 680

元，此税款如销货方负担，会计分录如上。如由购货方

负担，会计处理应为：

借：银行存款  89 600

贷：产品销售收入  76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 600

——编者注〕

如果甲纳税人为商品流通企业，其会计处理为：

（1） 折扣额和销售额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计税

销售额为 800 ×100 ×95% =76 000 元，销项税额为

76 000 ×17% = 12 920 元。
借：银行存款  88 920

销售折扣与折让  4 000

贷：商品销售收入  8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2 920

期末将“商品销售收入”和“销售折扣与折让”转入

“本年利润”。
借：商品销售收入  80 000

贷：本年利润  80 000

借：本年利润  4 000

贷：销售折扣与折让  4 000

（2）折扣额与销售额不在同一张发票上注明，则

计税销售额为 800 ×100 = 80 000 元， 销项税额为

80 000 ×17% = 13 600 元。
借；银行存款  88 920

销售折扣与折让  4 680

贷：商品销售收入  8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 600

〔同上注，如税款由购货方负担，会计处理应为：

借：银行存款  89 600

销售折扣与折让  4 000

贷：商品销售收入  8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3 600

——编者注〕

期末将“商品销售收入”和“销售折扣与折让”科目

转入“本年利润”。
借：商品销售收入  80 000

贷：本年利润  80 000

借：本年利润  4 680

贷：销售折扣与折让  4 680

责任编辑  许太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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