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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级财务会计教材中有关内部存货交易的案例进行探讨

，认为目前有关内部存货交易的案例的设计存在一些问题。

同时认为目前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理论不完善，企业集团内

部存货交易也很难产生一些真实而优秀的案例。本文就此作

一探索，仅供商榷。 由于案例教学对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的

作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目前案例教学已经在我国高等学校

各个学科中的教学环节中广为采纳。生动的案例教学已经成

为教学环节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案例教学对提高教学质量和

水平的共识，基于案例教学中的案例大多是一些代表性强、

目的性强、实践性强的案例。因此案例教学效果的好坏，首

先要取决于选择一些来自实践的生动案例或设计一些切合实

际的优秀案例。本着上述精神，本文对目前高级财务会计教

材中案例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该案例是企业集团合并会计报表的一个综合性案例，本案例

存在的问题在目前高级财务会计教材版本中比较普遍。案例

的有关资料如下： 该案例有关交易事项如下： （1）2000年1

月初，北电公司用银行存款560000元购入南晶公司55%的表决

资本（股本投资差额按10年摊消）。南晶公司当时的股东权

益为1050000元，其中：股本为1000000元，资本溢价为50000

元。 （2）北电公司商品销售中有一部分是向南晶公司提供

的配套商品。2000年、2001年，北电公司销售收入中分别

有30%、10%来自于向南晶公司销货，该商品的销售毛利率



为20%. （3）南晶公司来自北电公司的外购配套商品中，2000

年有40%包括在期末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中；2001年期末

存货成本中有140000元是购自北电公司的配套商品。 （4）-

（7）略 本案例是一个合并会计报表的综合案例，笔者仅对

内部交易产生的内部未实现销售利润进行探讨。按照内部存

货交易有关合并理论，2001年案例的有关抵销分录为： 借：

营业收入（4000000×10%）400000 贷：营业成本 400000 借：

营业成本（140000×20%）28000 贷：存货28000 以后年度有关

抵销分录为：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3000000×30%×20%

×40%） 72000 贷：营业成本72000 本案例，北电公司2000年1

月初购入南晶公司55%的股权，并自2000年开始向南晶公司销

售产品，作为南晶公司的配套商品。2000年北电公司向南晶

公司销售的配套商品占全年销售的30%，即全年销售收入300

万元的30%为90万元。毛利率为20%，毛利则为18万元。南晶

公司2000年期末库存中有40%来自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

即期末库存80万元的40%为32万元。由于2000年北电公司向南

晶公司销售配套商品是90万元，南晶公司年末库存剩余32万

元，这说明南晶公司本期使用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为58

万元（90-32）。 假定南晶公司本期使用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

商品58万元所形成的产品，当年全部销售。因此，北电公司

向南晶公司销售的配套商品的毛利为18万元，其中未动用部

分的未实现利润为6.3万元（32/90×18）；内部交易实现的利

润为11.7万元（58/90×18）。 2000年末按照内部存货交易有

关合并理论，交易当年有关的抵销分录为： 借：产品销售收

入900000 贷：产品销售成本837000 存货63000 而本案例2000年

未作账务处理，只是在2001年抵销上年未实现利润72000万元



。有关抵销分录为： 借：期初未分配利润72000 贷：营业成

本 72000 该抵销分录所确认的上年未实现利润72000元，是根

据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形成的全部利润18万元与南晶公

司2000年期末库存中有40%来自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的乘

积。显然该抵销分录所确认的上年未实现利润是不正确的。

而且本案例，南晶公司2000年销售收入80万元、销售成本57

万元，该期销售的产品使用北电公司的配套商品却大于南晶

公司当年的销售成本，这显然也是不对的。 通过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本案例不是选自企业集团的会计实务，而是从事会

计研究的人员设计的一个案例。本案例的错误之处是没有充

分考虑南晶公司使用北电公司的配套商品占当年销售成本中

的比重可能接近、但不能大于南晶公司当年的销售成本。因

此，本案例需要按上述原则重新设计。若将南晶公司2000年

末库存中来自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的比重由40%改为75%

，期末库存中有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就是60万元（80万

元×75%）。这样，本期南晶公司从北电公司购入90万元的配

套商品，没有动用部分为60万元，动用部分为30万元。同时

南晶公司动用部分所形成的产品全部销售。那么，内部交易

未实现利润为12万元（60/90×18）。 2000年末按照内部存货

交易有关合并理论，交易当年有关的抵销分录为： 借：产品

销售收入900000 贷：产品销售成本780000 存货120000 若2001

年北电公司没有提供新的配套商品，期末库存中仍然保存北

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60万元，按照内部存货交易有关合并

理论，，2001年有关的抵销分录为： 借：期初未分配利

润120000 贷：存货120000 本案例，2001年南晶公司销售收

入90.5万元，销售成本66.5万元。本案例的第三项业务2001年



期末库存中有14万元是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按此条件

来推算2001年南晶公司销售成本中使用了多少北电公司提供

的配套商品呢？南晶公司上年期末库存80万元中还剩余60万

元是来自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本期南晶公司又购入北

电公司的配套商品40万元，（即北电公司全年销售收入400万

元的10%.）两者之和扣除期末库存14万元，则2001年南晶公

司销售成本中应当使用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为86万元。

这样，又出现上述错误 南晶公司使用北电公司的配套商品86

万元大于南晶公司当年的销售成本66.5万元。 那么，如何确

定2001年南晶公司期末库存中来自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

？仍按上期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占南晶公司期末库存

的75%是否可行呢？笔者认为，确定2001年南晶公司期末库存

中来自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要取决于北电公司提供的配

套商品占南晶公司销售成本的比重。无论该比重是否稳定，

只有确认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占南晶公司销售成本的比

重才能合理地确认南晶公司期末库存中来自北电公司提供的

配套商品。在企业集团的会计实务中2001年南晶公司期末库

存中来自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是确定的，北电公司提供

的配套商品占南晶公司销售成本的比重也是确定的，而且确

认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占南晶公司销售成本的比重也是

正确计算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的关键。因此，为了保证案例

设计的合理性必须先确认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占南晶公

司销售成本的比重。目前高级财务会计教材及有关会计文献

中仅仅在一些基本理论上指导如何确认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而没有对具体如何确认进行规范。这样就容易造成财务人

员的随意性，严重地影响企业集团合并会计报表的质量。 按



照上述思路，笔者利用上年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占南晶

公司销售成本的比重52.6%计算，本年南晶公司销售成本中来

自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商品为34.98万元（66.5×52.6%）。由

于期初未动用部分60万元，加上本期购入40万元，减去本年

南晶公司销售成本中来自北电公司提供的配套产品34.98万元

。因此南晶公司期末库存中还有65.02万元来自北电公司配套

商品。 对上面企业集团比较实际的经济业务，2001年企业集

团如何运用合并会计理论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呢？ 上年未实现

利润12万元，在南晶公司的本年期初库存中，本期使用

了34.98万元，南晶公司本年期末的库存中包括北电公司上年

提供的配套商品还剩余25.02万元。上年内部交易未实现利

润12万元，本期实现了6.1万元 （12×34.98/60），还有未实现

利润5.9万元。另外，2001年本期发生的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8

万元（40×20%）。这样，2001年末企业集团内部存货交易未

实现利润是由上年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在本期还未实现的利

润5.9万元以及本期发生的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8万元两部分构

成，共计13.9万元。 按照内部存货交易有关合并理论，本年

内部交易未实现的利润，抵销会计分录如下： 借：产品销售

收入400000 贷：产品销售成本320000 存货80000 上年内部交易

未实现利润12万元，本期实现了6.1万元以及上年还未实现的

利润5.9万元。按内部交易有关合并理论，抵销会计分录如下

： 借：期初未分配利润120000 贷：产品销售成本61000 存

货59000 若2001年南晶公司销售收入为181万元（即本案例销

售收入90.5万元的1倍），销售成本为133万元。那么本期南晶

公司的销售成本中使用北电公司的配套商品则是69.96万元（

即本案例34.98万元的1倍）。2001年北电公司向南晶公司销售



配套商品40万元的条件不变，那么2001年南晶公司的期末库

存中包括北电公司的配套商品为： 60万元 40万元-69.96万

元=30.04万元 南晶公司本期购入北电公司的配套商品40万元

，使用了69.96万元，剩余30.04万元。企业集团本期未实现利

润60280元，（即本期销售利润8万元×30.14/40）本期内部存

货交易实现利润19720元。 如果企业集团发生了上述经济业务

，2001年末，按照内部存货交易有关合并理论，先抵销上年

全部未实现利润，抵销会计分录： 借：期初未分配利

润120000 贷：产品销售成本120000 然后再抵销本年未实现利

润，抵销会计分录： 借：产品销售收入400000 贷：产品销售

成本 339720 存货 60280 上面笔者对内部存货交易的两种情况

，即上年未实现利润在本期部分实现以及在本期全部实现进

行了确认。若企业集团内部存货交易频繁、品种较多、价格

变化比较大，目前有关合并理论对此没有具体规定如何确定

上年未实现利润及本年未实现利润的方法。笔者认为是否可

以采用存货按实际成本核算中的先进先出等方法，望商榷。 

通过对本案例的分析，笔者认为高级财务会计教材中类似案

例的设计应当格外注意经济业务的前后联系，这个问题比较

普遍。另外，本案例设计时也应注意，确认内部存货交易未

实现利润的计算方法以及确认上年未实现利润在本期实现的

利润与本期销售未实现利润的区别。在目前很难从企业集团

取得有关合并会计报表的优秀案例情况下，案例设计的合理

性就显得格外重要。一般情况而言，规范中的案例或教材中

的案例也是企业集团产生生动、优秀案例的基础。因此，设

计一些合理、优秀案例是会计研究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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