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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理解和掌握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了解合并财

务报表的编制过程，本节综合举例说明合并资产负债表、合

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合并

工作底稿的编制方法和过程。 【例19-10】 20x8年1月1日，P

公司用银行存款30 000 000元购得S公司80%的股份，取得对S

公司的控制权(假定P公司与S公司的企业合并属于非同一控制

下的企业合并，也属于应税合并)。P公司在20x8年1月1日建

立的备查簿(见表19-2)中记录了购买日(20x8年1月1日)S公司可

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信息。 20x8年1月1日

，S公司股东权益总额为35 000 000元，其中：股本为20 000

000元，资本公积为15 000 000元，盈余公积为0元，未分配利

润为0元。 P公司和S公司20x8年12月31日个别资产负债表分别

见表19-3和表19-4,20x8年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分别见表19-5、表19-6和表19-7。 假定S公司的会计政策

和会计期间与P公司一致.P公司和S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均

为25%.除S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存在暂时性差异外，P公司

的资产和负债、S公司的其他资产和负债均不存在暂时性差异

，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出现暂时性差异均符合递延所得税资

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条件。 P公司在编制由P公司和S

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20x8年合并财务报表时，存在以下内部

交易或事项需在合并工作底稿中进行抵销或调整处理。 1. P

公司20x8年利润表的营业收入中35 000 000元系向S公司销售产



品实现的销售收入，该产品销售成本为30 000 000元。S公司在

本期将该产品全部售出，其销售收入为50 000 000元，销售成

本为35 000 000元，反映在S公司20x8年的利润表中。 对此，编

制合并财务报表将内部销售收入和内部销售成本予以抵销时

，应在合并工作底稿(见表19-8)中编制如下抵销分录： (1) 借

：营业收入 35 000 000 贷：营业成本 35 000 000 2. S公司20x8年

确认的应向P公司支付的债券利息费用为200 000元(假设该债

券的票面利率与实际利率相差较小，发生的债券利息费用不

符合资本化条件)。 在编制患病财务报表时，应将内部债券投

资收益与应付债券利息费用相抵销，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其抵

销分录为： (2) 借：投资收益 200 000 贷：财务费用 200 000 3.

S公司20x8年利润表的营业收入中有10 000 000元系向P公司销

售商品实现的销售收入，对应的销售成本为8 000 000元。P公

司购进的该商品20x8年未对外销售，全部形成期末存货。 在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应进行如下抵销处

理： (3) 借：营业收入 10 000 000 贷：营业成本 10 000 000 (4) 

借：营业成本 2 000 000 贷：存货 2 000 000 (5) 同时，确认该存

货可抵扣差异性的递延所得税影响：2 000 000×25% = 500

000(元)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500 000 贷：所得税费用 500 000

4. S公司20x8年以3 000 000元的价格将其生产的产品销售给P公

司，销售成本为2 700 000元，因该内部固定资产交易实现的

销售利润为300 000元。P公司购买该产品作为管理用固定资产

使用，按3 000 000元入账。假设P公司对该固定资产按3年的

使用寿命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预计净残值为0元。该固

定资产交易时间为20x8年1月1日，本章为简化抵销处理，假

定P公司该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20x8年按12个月计提折旧



。 在合并工作底稿中有关抵销处理如下： (6) 与该固定资产

相关的销售收入、销售成本以及原价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

售损益的抵销。 借：营业收入 3 000 000 贷：营业成本 2 700

000 固定资产原价 300 000 (7) 同时，确认该固定资产可抵扣差

异性的递延所得税影响：(300 000-100 000)×25% = 50 000(元)

，其中，100 000元为当年已在P公司所得税前扣除的金额。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50 000 贷：所得税费用 50 000 (8) 抵销该

固定资产当期多计提的折旧额。 该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为3年

，原价为3 000 000元，预计净残值为0元，20x8年计提的折旧

额为1 000 000元，而按抵销其原价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

损益后的原价20x8年应计提的折旧额为900 000元，当期多计

提的折旧额为100 000元。应当按100 000元分别抵销管理费用

和累计折旧。 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00 000 贷：管理费用

100 000 通过上述抵销分录，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固定资产累计

折旧额减少100 000元，管理费用减少100 000元，在合并财务

报表中该固定资产的累计折旧为900 000元，该固定资产当期

计提的折旧费为900 000元。 5. P公司将其账面价值为1 300 000

元某项固定资产以1 200 000元的价格出售给S公司作为管理用

固定资产使用。P公司因该内部固定资产交易发生处置损

失100 000元。假设S公司以1 200 000元作为该项固定资产的成

本入账，S公司对该固定资产按5年的使用寿命采用年限平均

法计提折旧，预计净残值为0元。该固定资产交易时间为20x8

年7月1日，本章为简化抵销处理，假定S公司该内部交易形成

的固定资产20x8年按6个月计提折旧。 在合并工作底稿中有关

抵销处理如下： (9) 该固定资产的处置损失与固定资产原价中

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的抵销。 借：固定资产原价 100



000 贷：营业外支出 100 000 (10) 同时，确认该固定资产的应

纳税差异性的递延所得税影响：(100 000-10 000)×25% = 22

500(元)，其中，10 000元为当年已在S公司所得税前扣除的金

额。 借：所得税费用 22 50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22 500 (11) 

抵销该固定资产当期减少计提的折旧额。 该固定资产折旧年

限为5年，原价为1 200 000元，预计净残值为0元，20x8年计提

的折旧额为120 000元，而按抵销其原价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

销售损益后的原价20x8年应计提的折旧额为130 000元，当期

少计提的折旧额为10 000元，应当按10 000元分别抵销管理费

用和累计折旧。 借：管理费用 10 000 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0 000 通过上述抵销分录，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固定资产累计

折旧额增加10 000元，管理费用增加10 000元，在合并财务报

表中该固定资产的累计折旧为130 000元，该固定资产当期计

提的折旧费为130 000元。 6. S公司20x8年实现净利润10 000 000

元，计提法定盈余公积1 000 000元，分派现金股利6 000 000元

，其中：向P公司分派现金股利4 800 000元，向其他股东分派

现金股利1 200 000元，未分配利润为3 000 000元。S公司因持

有的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资本公积

的金额为750 000元。20x8年12月31日，S公司股东权益总额

为39 750 000元，其中股本为20 000 000元，资本公积为15 750

000元，盈余公积为1 000 000元，未分配利润为3 000 000元。

20x8年12月31日，P公司个别资产负债表中对S公司的长期股

权投资的金额为30 000 000元，拥有S公司80%的股份(假定未

发生减值)。P公司在个别资产负债表中采用成本法核算该项

长期股权投资。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的规定，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可以将对S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由



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规定，投资企业在采用权益法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

益的份额时，应当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

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

认。在本例中，P公司在编制20x8年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首

先根据P公司备查簿中记录的S公司可辨认资产、负债在购买

日(20x8年1月1日)的公允价值的资料(见表19-2)，调整S公司的

净利润。按照P公司备查簿中的记录，在购买日，S公司可辨

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存在差异仅

有一项，即甲办公楼，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的差额为1 000

000元(7 000 000-6 000 000)，按年限平均法每年应补计提的折

旧额为50 000元(1 000 000÷20)。假定甲办公楼用于S公司的总

部管理。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应作的调整分录如下： (12) 借：

管理费用 50 000 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50 000 注：《关于企

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

号)规定，企业股权收购时，收购方取得的股权(即对子公司

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应以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即意

味着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初始确认时与其计税基础不

存在差异，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

权投资实际上代表了子公司的各项资产、负债，也即意味着

子公司的各项资产、负债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在税收上实际

是按公允价值确定计税基础的，与会计上相同，不存在暂时

性差异。因此，母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不需要对子公司

该项固定资产及其折旧确认递延所得税影响或所得税影响。 

据此，以S公司20x8年1月1日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等的公允

价值为基础，抵销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后，重新确定的20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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