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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9_B6_E4_BC_9A_E8_c44_70755.htm 《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

定》对编制合并报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具体问题仍然需要推敲、分析。笔者

结合自己的实务操作谈一点在这方面的思考。 一、期中购买

子公司股权时合并报表有关项目的填列 《企业会计制度》规

定,购买子公司股权时,投资成本与应享有的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份额之间的差额,作为股权投资差额,在一定期限内平均摊销,

计为母公司损益。显然,摊销股权投资差额形成的损益不是来

自集团公司内部,而是源自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原股东之间的交

易行为,这部分投资收益不能作为内部收益予以抵销。 正常情

况下,购买日前子公司当年度的损益也已经由原股东承担,应该

在确定购买价格时予以考虑,并包含在投资成本或投资差额中

。母公司应该将购买日后子公司形成的损益按拥有股份的比

例用权益法核算,编制合并报表时抵销分录中“投资收益”科

目的金额只能是购买日后子公司损益中属于母公司的那一部

分。但是,为了全面反映集团公司所有成员在一个完整会计年

度中的经营状况,同时便于与以后年度进行比较,合并利润及利

润分配表一般都填列合并各方全年的会计数据,那么由原股东

承担的损益如何在合并报表上反映?如果将其加在“少数股东

损益”项目中,会造成少数股东的当期损益不真实。因此,建议

将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的格式作一点修改,在“所得税”与

“少数股东损益”项目之间,增加一项“原股东损益”,作为合

并利润总额的减项,这样就能清楚地反映被合并方当年损益的



承担者和各自承担的金额。 在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中,按规

定应将子公司提取的盈余公积按母公司享有的份额与母公司

自己提取的盈余公积一并填列。但盈余公积的计提一般是在

年度结束后进行,其提取依据是当年实现的全部可分配利润,而

母公司在期中购买时,已将截止购买日的年度内已实现损益计

人投资成本或投资差额。因此,如果将子公司计提的全年盈余

公积按母公司的投资比例合并填列,实际上就是将母公司自身

的当年利润多提留了一部分在合并盈余公积中,从而合并利润

及利润分配表中体现出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相应减少,显然,

这样的提留结果对母公司的股东而言是不公平的,因为母公司

的利润分配政策只能以合并报表中的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数

为依据制订。因此,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中的提取盈余公积

数应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母公司自己提取的盈余公积.另一

部分是购买日后子公司实现的可分配利润提取的盈余公积中

母公司按投资比例享有的份额,而不是子公司当年提取的全部

盈余公积中按母公司比例得出的份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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