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经验和敏锐的分析判断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

现。
（六）预测性财务信息的表示方式用区间来代替单

一数字。由于预测性财务信息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所

以 预测信息的数据如果用单一的数字表示，当外部假设

发生变化时信息使用者依据提供的预测财务信息进行

决策而导致失误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使用区间来代替

单一的数字，区间的上下限制可表明预测中的不确定

性，可以相应减少使用这种信息而引发的决策失误的可

能性。但是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区间在多大范围内比较

合适，怎样表达才能使信息使用者接受。如果上下限距

离过长，所提供信息的不确定便增大，从而使信息使用

者的决策难度加大；上下限距离过短，就不能克服 单一

数字提供数据的缺陷，对信息的使用者来说误导的可能

性仍然很大。因此，区间的大小一定要适宜。

（七）明确预测性财务信息提供者的责任。尽管预

测性信息与历史信息有很大区别，允许有一定的差别，

但如果误差太大，将起误导作用。所以 在 可控范围内，

一定要明确规定信息提供者的责任，避免企业经营者出

于自身利益的目的，故意发布不真实预测而出现欺诈行

为。首先，要求信息提供者注意其职业道德，保证站在

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其次，在每一个会计期末，信息提供

者必须对预测值与实际数之间的误差作出解释，分析产

生误差的原因；再次，制定适当的经济 、行政和法律制裁

措施。这样既可以 用其指导编制财务预测的实践活动，

提高财务预测水平 ，又可以明确企业管理者的责任 ，使

其行为符合广大财务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和要求 ，从而保

证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可靠性。
责任 编辑  宋军玲

工作研究

企业集团内部

交易未实现

损益的探讨

傅 荣

一、企业集团内部交易的未实现损益与非企业集

团的未实现损益

企业集团内部交易的未实现损益是集团内公司间

按非成本价格进行存货、固定资产购销业务时卖方已

确认入帐的交易损益因买方未将该存货、固定资产等

销出企业集团而从集团整体来看尚未实现的损益。这

种未实现的损益事实上虚计了企业集团 整体的净损

益。

企业集团内部交易的未实现损益能否转为实现或

能否抵消？这不仅取决于内部交易的业务性质，还取

决于交易的进一 步发展。对于内部存货交易而言，只

要买方将存货销出企业集团 ，该项未实现损益便随之

转为实现。对于内部固定资产交易而言，一方面，未实

现损益可以因买方将该固定资产退出企业集团（报废 、

出售）而转为实现；另一方面，即使没有退出集团，但

随着买方根据未实现的损益多计提折旧费的发生，也

使未实现损益逐渐抵消。例如，母公司将原 始价 值

10 000 元的设备以 12 000 元价格出售给子公司，后者

按 5 年提折旧（直线法）。交易的当年，母公司获得 出

售收益 2000 元 ，企业集团 则有未实现的收益 2 000

元。随后 5 年中 ，子公司每 年计提折旧费 2 400 元

（12 000÷5），其中 400 元为未实现损益上多提的折旧

（2 000÷5），从企业集团总体看，5 年中多计提的折旧

费用抵消了 5 年前产生的未实现收益。
非企业集团的未实现损益是指非企业集团中个别

企业的非因交易而因调帐产生的未实现损益。主要包

括未实现的投资损益（成本与市价孰低法下的跌价损

失 、股权投资成本法下股票市价永久性下跌产生的跌

价损失）、成本与市价孰低法下确认的存货跌价损失 、

未实现的汇兑损益（外币帐户的帐面汇率与调整帐面

余额时使用的期末汇率不同而产生的外币帐户外币余

额折合记帐本位币的差额）等等。这类未实现损益已

被企业作为损益确认入帐，将随着股票市价的回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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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的出让、存货市价的回升和存货的出售 、外汇汇

率的变化或有关外币资产的变 动和外币债权的收回

及外币债务的清偿等业务的发生，而被抵消或转为实现。

由此可见，企业集团内部交易的未实现损益与非

企业集团的未实现损益产生的原因不同，转 为实现或

抵消的方式也不相同。

二、企业集团内部交易的未实现损益与集团赎回

债券的推定损益

企业集团内部一公司 购入 另一公司发行在外的

债券时，从企业集团整体的立场出发 ，该债券被推定

“赎回”，集团内部赎回债券的公司支付的购买 价格

（赎回成本） 与集团内部发行债券的公司该债券帐面

价值之差，被推定为集团的已实现效益。企业集团内

部交易的未实现损益与这种赎回债券的推定损益有

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 ，两者的产生原因不同。前者产生于集团内

部公司间按非成本的价格进行的盈利交易，后者产生

于集团内部一 公司按非帐面价值的价格购 入另一公

司发行在外的债券业务。

第二，两者涉及的交易双方同企业集团的关系不

同。前者的交易双方均为集团内成员企业 ，后者的交

易双方中一方属集团内成员企业，另一方（出让方）则

非属集团内成员企业。

第三 ，两者对集团损益的影响不同。前者在内部

交易的卖方已把交易的差额确认为利润 （或亏损）并

已入帐 ，但从企业集团整体来看是尚未实现的损益；

后者既没有在集团内债券发行公司帐上确认为损益，

也没有在集团内债券购回公司帐上确认为损益 ，但从

赎回债券角度看，是集团整体已实现的损益。
第四 ，两者在合并会计报表中的处理方法不同。

对于前者，需 要在合并会计报表中予以 抵消，以 剔除

其对合并净收益的影响；对于后 者 ，则可以 采用面值

观点、代理观点 、购买观点或控股观点等，将 其归属于

发行公司和购回公司的 一方或双方 ，以 确认为企业集

团合并净收益的一部分。
例如，企业集团中母公司将成本 800 元的存贷按

1 000 元价格售给子公司，后者未将该存货售出集团 ；

另外 ，年末子公司将母公司发行在外的债券（票面价

值 1 000 元 、未摊销溢价 100 元）以 1 040 元的价格 购

回。上述业务对母 、子公司个别会计报表的影响以 及

合并报表工作底稿中应编制的抵消与调整分录见表 1

（其他资料略）。

（表 1）合并报表工作底稿

抵消与调整分录说明：

①抵消内部交易的未实现损益

②抵消债券投资与应付债券，并确认赎回损益

* 赎回债券收益（在没有其他业务的假设下）构成

企业集团合并净收益

三、企业集团内部交易的未实现损益与企业集团

外币报表折算损益

企业集团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将境外子公司的

外币报表按一定的汇率折算成以母公司的记帐本位币

表示的报表时，由于报表的不同项目采用的汇率不同，

因而折算后的资产负债表左、右两方总计出现的差额，

就是外币报表折算差额。这种折算差额非因 交易引起，

属于未实现的损益。

企业集团内部交易的未实现损益与企业集团的外

币报表折算差额产生的原因显然不同，而且两者在合

并报表中的处理方法也不一样。在未实现的内部销售

损益和外币折算差额产生的当年，前者在合并报表工

作底稿中予以 抵消（见表 1），后者则在合并报表中单

项列示，具体列示方法有两种：一是直接以“折算差额”

项目列入合并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类“未分配利润”

项目之后；二是以“汇兑损益”的项目列示 于合并损益

表中，反映在合并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项目中。以

后各年编制合并报表时，以前年度产生的内部交易未

实现损益对年初未分配利润的影响还要抵消，尔后视

其本年实现（或抵消）与否在合并报表工作底稿中作相

应的抵消与调整分录；以前年度确认的外币报表折算

差额因其从未入帐，对本年合并报表的依据（即个别报

表）没有任何影响，故既不必对年初未分配利润予以 调

整 ，又不必考察其在今年的实现与否，只须对本年外币

报表折算差额照例作为未实现的损 益在合并报表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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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披露。

四、企业集团内部交易的未实现损益对少数股权

的影响

少数股权是企业集团子公司股东权益中非母公司

拥有的部分，只有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才予以 揭示，

因而可以说是企业集团的少数股东权益。它的数额变

动，一方面取决于少数股东对子公司的初始投资和追

加（或减少）投资，另一方面，受子公司各年净收益的影

响。正如损益表中净收益将增加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

益一样，子公司净收益中属于少数股权的部分——少

数股东收益也必将增加少数股东权益，就企业集团的

内部交易而言，如果母公司向子公司销售资产，与之相

关的集团未实现损益只在母公司帐上确认为损益 ，自

然不会对少数股权有任何影响；如果是子公司向母公

司销货（逆销），相关的子公司损益（即集团未实现的损

益）不应构成少数股东损益的计算基础，否则会虚计企

业集团少数股权。换句话说，只有子公司当年真正实

现了的损益才能作为少数股东损益的计量基础。

例如：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资占其股权的 90% ，

投资成本 900（万元，下同），子公司股本 1 000；子公司

在集团组建后当年实现销售毛利 400，其中 300 为内

部交易的未实现利润；子公司的销售毛利率为 10%。
母公司理论下，完全权益法下，根据母公司对子公司投

资业务、子公司销售业务编制的母、子公司个别报表和

合并报表工作底稿中的抵消与调整分录资料见表 2

（为简化起见，其他资料略）。
（表 2）

合并报表工作底稿

* 转抄自合并利润分配表“抵消与调整分录”栏数

字；

* * 少数股东本期收益=（400-300）×10% ，母公司

理论下构成合并净利润前的费用；

* * * 少 数 股东 权 益 =股东 1 000 ×10% +净 利

100×10%

抵消与调整分录说明：

①抵消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初始投资，并确认少数

股权

②抵消母公司当年增加的投资收益

③抵消子公司利润中企业集团的未实现利润

④将子公司净收益中属于少数股权的部分转为少

数股东权益

责任编辑  袁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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