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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财务报表制度安排与母公司利润分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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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研究认为, 公司活动必须遵循法律要求, 母公司法定利润分配基础应该是母公司财

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润, 但从经济实质角度而言, 为充分反映母公司的实际分配能力, 在不超过

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前提下, 向母公司股东分配股利时还应该考虑合并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

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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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公司是契约之网(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 在这里, 构成契约之网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所

有者、债权人、代表国家对基础设施和政策环境投资的政府以及生产经营不可或缺的员工等。由于

利益相关者中员工、债权人和政府获取的利益分别是职工薪酬、利息和所得税等形式, 它们均属于

企业费用的范畴, 在实务中公司利润分配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所有者的税后利润的分配。税后利润的

分配涉及公司相关各方的切身利益, 为减少分配过程中相关各方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促进企业和

谐、持续地发展, 应充分遵循有关法律的规定并考虑有关利益方的合理要求。 

按照《公司法》对公司利润分配的有关规定①, 毫无疑问的是, 在公司没有子公司的情况下, 

公司利润分配基础就是该公司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润, 若公司有未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且法定公

积金不足以弥补的, 在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 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接下来应当从当年税后

利润中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再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从税后利润中提取

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再按照相关规定分配。 

然而, 当公司本身有子公司从而形成一个企业集团,同时提供母公司②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

时, 母公司利润分配基础是母公司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润, 还是合并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

润呢? 由于这两个税后利润数字往往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选择, 公司利润分配结果会大不一样, 对

投资者、债权人等各利益关系方的利益影响也就不同。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以期抛砖引玉。 

本文研究认为, 当公司本身有子公司从而形成一个企业集团时, 母公司法定利润分配基础应该

是母公司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润, 但从经济实质角度而言, 为充分反映母公司的实际分配能力, 

在不超过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前提下, 母公司向其股东分配股利时还应该考虑合并财务报表

上当年的税后利润。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规范和引导公司利润分配实务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公司法定利润分配基础的确定 



《公司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是

财政部根据《国务院关于<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的批复》( 国函[1992]178 号) 的规定

通过的部门规章, 而企业会计准则的各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则属于财政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

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根据

《立法法》③第七十九条的规定: “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来判断, 《公

司法》属于上位法, 应该首先得到遵循, 《公司法》第三条明确规定: “公司是企业法人”, 即

“公司”是一个法律主体。因此, 母公司法定利润分配基础应该是母公司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

润。 

三、合并财务报表制度安排与经济实质 

与母公司财务报表相比, 合并财务报表反映的对象通常是由若干个法人( 包括母公司和其全部

子公司, 简称企业集团) 组成的会计主体, 是经济意义上的主体。企业集团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

主体, 但由于合并财务报表能够向财务报告的使用者提供反映母公司和其全部子公司形成的企业集

团整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会计信息, 有助于财务报告的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 因

此, 按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0 号———财务报表列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

财务报表》的规定, 母公司应当编制母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 即母公司财务报表) , 同时编制合并

财务报表。从这些关于合并财务报表的制度安排可以看出, 我国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定位是互补观, 

即合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财务报表是互为补充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 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 企业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在日常核算

及母公司财务报表中采用成本法核算④, 但由于母公司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中对子公司的长期

股权投资会计处理分别采用成本法和实质上的权益法, 加上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过程中对集团内部

交易的抵销处理, 包括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抵销处理、内部债权与债务的抵销处

理、存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的抵销处理、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抵销处理以及母公司

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持有对方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收益的抵销处理等⑤, 使得合并财务报表

和母公司财务报表上的两个税后利润数合并财务报表制度安排与母公司利润分配研究往往不一样。

当母公司确定利润分配政策时, 虽然从法律规定来说, 母公司法定利润分配基础应该是母公司财务

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润, 但从经济实质角度而言, 因为子公司实质上处于母公司的控制之下, 仅以

母公司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润为基础并没有充分反映母公司的实际分配能力, 在不超过母公司

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前提下,还应该同时考虑合并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润。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 根据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合并财务报表制度安排的互补观要

求母公司同时提供母公司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 由于企业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在日常核算

及母公司财务报表中采用成本法核算, 而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是实质上的权益法, 以及在编制合并财

务报表过程中对集团内部交易的抵销处理等, 合并财务报表和母公司财务报表上的两个税后利润数

字一般是不同的。当公司本身有子公司从而形成一个企业集团的情况下母公司利润分配基础的确定, 

本文研究认为, 公司经营活动首先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要求, 母公司法定利润分配基础应该是母公

司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润, 但鉴于经济实质的重要性, 在母公司确定利润分配政策时,为充分反

映母公司的实际分配能力, 合并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润应该同时纳入考虑。 



具体而言, 在法定利润分配方面,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 首先应该以母公司财务报表上当年

的税后利润为分配基础, 若母公司有未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且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的, 在提取法定

公积金之前, 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接下来应当从当年税后利润中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

公司法定公积金, 再根据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在对母公司弥补

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进行分配时, 在不超过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总额的前提下, 应该

考虑合并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润。区分两种情况: 当母公司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润大于合

并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润, 则应该适当少分配一点; 当母公司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润小于

合并财务报表上当年的税后利润, 则可以适当多分配一些。这样的做法既遵循了法律的规定, 又充

分反映了母公司的实际分配能力, 能够兼顾各方的利益要求。 

值得指出的是, 本来企业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在日常核算及母公司财务报表中采用成本法

核算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为了避免在子公司实际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之前, 母公司垫付资金发

放现金股利或利润等情况⑥, 但同样需要政策规范予以避免的是, 实践中也有子公司有利润却没有

合理理由长期留存在子公司而不分配或分配很少, 这样做往往是体现了母公司, 准确地说是体现了

母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利益要求, 但对母公司的少数股东的权益影响很大, 特别是对控股型母公司而

言, 问题更为严重, 母公司的少数股东长期不能分享子公司经营成功的好处, 长此以往, 将严重挫

伤母公司少数股东投资的积极性。我们不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忽视了另一个相伴而生的问题, 这是

政策制定者需要高度重视的。 

注释: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005) 》( 简称《公司法》, 2005 年10 月27 日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通过, 下同) 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

润时, 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

亏损的,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 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

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 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公

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分配; 股份有

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②是指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子公司的企业/ 或主体, 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 2006. 

《企业会计准则2006》.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第158 页。 

③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简称《立法法》, 下同) , 2000 年3 月15 日第九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④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 其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与《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

表》的规定相协调, 企业持有的对子公司投资,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因为将子公司的资产、负债并入

体现为实质上的权益法, 在母公司的日常核算及其个别财务报表中对该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可以

使信息反映更加全面、充分; 二是可以避免在子公司实际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之前, 母公司垫

付资金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等情况; 三是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有关规定相协调。财政部会计司编

写组. 2007.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 北京: 人民出版社, P35 页。 

⑤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 2007.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 北京: 人民出版社, P527- 552 



页。 

⑥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 2007.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 北京: 人民出版社, P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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