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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2/2021_2022_CPA_E6_95_9

9_E6_9D_90_E9_c45_72614.htm 内部销售收入及存货中未实现

的内部销售利润抵销 上海网友：CJ 【例6】母公司上期从子

公司购入存货1000元，全部未销售，本期又购入1000元，子

公司的内部销售毛利率为20%，本期母公司将上期购入的存

货全部售出，本期购入存货售出30%。 借：期初未分配利

润200 贷：主营业务成本200 说明： ①上期购入存货本期全部

销售应抵销上期内部未实现销售毛利。 合并报表编制的实质

是在母子公司汇总报表基础上通过抵销分录的加减会计处理

后计算得出。在第二年仍是根据母子公司的个别会计报表汇

总后通过抵销分录的加减会计处理后计算得出。对于上期销

售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已通过期末结转未分

配利润中，那么上期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已不存

在，也不须抵销。本期只须抵销上期末未分配利润即本期初

未分配利润。在例6中应抵销上期内部未实现销售毛利＝1000

×20%＝200元，即借记期初未分配利润200元。 ②上期购入

存货本期全部销售还应抵销虚增的主营业务成本。 根据合并

报表的基本理论：集团公司内购入单位实现了全部（或部分

）对集团公司外销售，则它所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才是集团

公司真正的收入。而它的主营业务成本并非该集团公司真正

的成本，这批存货对外销售的真正成本应为集团公司内部销

售时销售公司的主营业务成本。因此，当期对销售公司的主

营业务收入无须抵销，而对其虚增的主营业务成本应予以抵

销。在例6中应抵销的主营业务成本＝集团公司内购买公司销



货成本－集团公司内销售公司销货成本＝1000－800＝200元，

即贷记主营业务成本200元。 ③ 对于上述说明可能细心的读

者会发现“对于上期销售公司” 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

成本已通过期末结转未分配利润中“这段论述是乎遗漏了”

所得税“这一重要因素，同时也提出了所得税是否要抵销的

问题。” 根据合并报表的基本理论：对于整个集团公司来说

，对外销售所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才是集团公司真正的收入

。同时对集团公司外的企业或单位花费的成本、费用才是集

团公司真正的成本、费用。上例中集团公司内销售公司实现

内部销售，虽然未对外销售，对于整个集团公司来说并未实

现销售利润，但按税法规定：该公司实现销售应缴纳流转税

、所得税。这部分税金是向集团公司外的税务机关缴纳的，

应视为集团公司的费用，在合并过程中不应予以抵销。 借：

主营业务收入1000 贷：主营业务成本860 存货140 【例7】母

公司上期从子公司购入存货1000元，子公司内部销售毛利率

为20%，本期母公司对外销售其中得70%。 借：期初未分配

利润200 贷：主营业务成本140 存货60 说明： ①上期购入存货

本期无论是否对外销售均应抵销上期内部未实现销售毛利。 

合并报表编制的实质是在母子公司汇总报表基础上通过抵销

分录的加减会计处理后计算得出。在第二年仍是根据母子公

司的个别会计报表汇总后通过抵销分录的加减会计处理后计

算得出。对于上期销售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已通过期末结转未分配利润中，那么上期的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已不存在，也不须抵销。本期只须抵销上期末

未分配利润即本期初未分配利润。在例6中应抵销上期内部未

实现销售毛利＝1000×20%＝200元，即借记期初未分配利



润200元。 若本期购买公司对外实现销售，实现了集团公司真

正的利润，它是无须抵销的，而上期销售公司实现的内部销

售毛利已隐含在期初未分配利润中，应予以抵销（对应抵销

项目为主营业务成本）。若全部未对外销售，上期销售公司

实现的内部销售毛利也隐含在期初未分配利润中，也应予以

抵销（对应抵销项目为存货）。 ②对于主营业务成本、存货

抵销的原理同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