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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流交易内部未实现损益抵销处理释疑

於流芳

（1.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十堰 442002 2.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昌 330031）

【摘要】由于逆流交易所产生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包含在被投资企业中，因此投资企业确认投资收益时，将

其从被投资企业个别报表利润中予以扣除，这在理解上是没有问题的。而顺流交易中由于该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并

不包含在被投资企业个别报表利润中，这时还需要从被投资企业个别报表利润中予以扣除然后再确认投资方的投

资收益么？本文将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为大家解答这个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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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当我们处理权益法或者编制合并报表时，对投资企

业和联营企业或者合营企业间的顺逆流内部交易未实现

损益会做抵销或者抵销加调整的处理（若投资企业需要

另外编制合并报表）。这是因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2号准则”），要求对联营

企业或者合营企业的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即投资企业

在个别报表中确认的投资收益应为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

个别报表账面净利润扣除顺流或逆流交易中产生的还没

有确认的内部损益之后乘以持股比例。投资企业在合并

报表时需调整在个别报表中已确认的投资收益。而且

2012 年 11 月，财政部发布了《2 号准则修订征求意见

稿》，在总结2号准则解释和讲解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合并

报表信息提供的相关性和完整性，这一点在权益法下未

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抵销的会计处理上有所体现。

通过2号准则的实施以及修订，未实现的交易损益应

当进行抵销已经被我们顺手拈来。可是我们是否发现这

样一个事实：逆流交易所产生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由

于该利润包含在被投资企业中，因此投资企业确认投资

收益时将其从被投资企业个别报表利润中予以扣除，这

在理解上是没有问题的。可顺流交易中由于该未实现内

部销售利润并不包含在被投资企业的个别报表利润中，

这时还需要从被投资企业个别报表利润中予以扣除然后

再确认投资收益么？这就令人产生疑惑。以下笔者用例题

来描述一下该问题。

例：甲公司于2010年1月2日取得乙公司40%的有表

决权股份，能够对乙公司实施重大影响，假定甲公司取得

该项投资时，乙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与

账面价值相同，甲乙两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期

间也相同。2010年 4月 10日，甲公司将其成本为 400万元

的某商品以6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乙公司，乙公司将取得

的商品作为存货，截止到 2010年 12月 31日，乙公司仍未

对外出售该批存货，乙公司2010年全年实现净利润1 000
万元，如不考虑相关税费。

这属于顺流交易，在确定甲公司的年度投资收益时

是否要将内部未实现的投资收益200万元（600-400）用以

调整乙公司个别报表上的净利润 1 000万元？也就是说，

甲公司应确定的投资收益是 320 万元［（1 000-200）×
40%］。我们深究一下，似乎对此处理会犹豫，原因在于：甲

公司作为投资方将价值是 400万元的商品卖到了 600万

元，因此获利 200万元。乙公司投资 600万元购买了这些

商品并入账，被投资企业乙公司的损益并没有因此项交

易受到影响，可为何要调整被投资企业乙公司个别报表

上的净利润，并以调整后的净利润来确定投资企业甲公

司的投资收益？

我们可以把以上的疑问推广到母子公司顺流交易当

中去，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惑呢？

二、文献解读

其实从现有的会计实务教材来看，针对以上的疑惑，

大家的处理是相当一致的，这是因为2号准则对联营企业

的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没有将顺流和逆流交易区分对

待区别解释，要求在确认投资收益时联营企业（被投资

方）账面净利润扣除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然后按照持

股比例确认投资收益。这是一个硬性的操作规定，没有解

释为何这么操作。

张燕红和石子印（2012）详解了内部交易损益抵销处

理实务如何做的问题。抵销关联方企业之间的未实现损

益：借：投资收益；贷：长期股权投资。如果是编制合并报

□·100·2014.2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表的投资企业，从集团角度看，顺流交易对于投资企业而

言，再做一笔调整利润表项目的分录：借：营业收入；贷：

营业成本，投资收益。但是并没有给我们解释第一笔分录

中投资收益确定金额的问题。

王敏芳（2010）根据权益法的基本原理，投资企业向

其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出售资产形成的未实现内部交易

损益中包含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投资企业赚取的合

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中属于其他投资方份额的损益（属于

可以确认的损益），另一部分是投资企业赚取的合营企业

或联营企业中属于投资企业自己份额的损益。由于投资

企业自己赚取自己的收益确认无意义，所以在顺流交易

中投资企业不应当在个别报表中确认对于未实现内部交

易损益按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企业的份额。王敏芳

在此分析的是顺流交易当中若投资方需要另外编制合并

报表，那调整处理只是针对投资方所有的比例，也就是要

调整的是自己赚取自己的收益部分，因为它是无意义的。

这是为了对比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与母子公司之间顺流

交易的合并抵销比例差异来谈的。

付春（2011）在《解读权益法下顺流逆流交易》一文中

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认识顺流交易，角度一：由于顺逆

流交易处理与母子公司交易处理都源自“实体理论”，因

此顺逆流交易处理应仿效母子交易处理的抵销分录。角

度二：顺流交易是站在投资企业的“收入与成本”的角度

来处理，顺流调整损益。

李莉（2013）在其论文《权益法顺逆流交易抵销探析》

中认为，权益法核算时对投资企业与联营、合营企业之间

的顺逆流交易的抵销也应如同母子公司之间的顺逆流交

易的抵销。此观点同付春的观点。只不过权益法不是采用

企业合并中的全额抵销，而只是抵销投资企业持股比例

的部分。此观点同王敏芳的观点。这也是为了对比联营企

业或合营企业与母子公司之间顺流交易的合并抵销比例

差异来谈的。也没有解释顺流交易中投资方确认投资收

益的问题。

江红（2013）认为，实体理论是长期股权投资顺逆流

交易会计处理的理论基础。顺流交易中如果不调整收入

与成本，企业集团中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就会虚增。江红的

观点是调整收入和成本是必需的，但是并没有提到调整

收入和成本之前，顺流交易中投资方确认投资收益的问

题，也即没有谈到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三、疑惑解析

从以上文献资料来看，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在顺流交

易下未实现交易损益抵销处理如何做的问题，而对于为

何要对顺流交易如同逆流交易那样调整被投资方个别报

表净利润后确认投资收益的问题没有做出深入分析。笔

者认为有必要在此对其中的缘由进行探讨。

1. 实体理论基础。实体理论认为，企业集团中所有成

员企业所构成经济实体，按照经济实体理论编制的合并

报表是为整个经济实体服务的。关联方交易需要站在整

体的角度考虑，只要是未对整体以外实现的利润，投资企

业就不能确认为投资收益，这也包括顺流交易形成的。投

资收益是基于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那不确认未实现的

内部交易损益为投资收益，就需要对应调整长期股权投

资。因此，基于实体理论，顺流交易形成的内部未实现损

益应用以调整被投资方净利润。

2. 长期股权投资在权益法下核算规则要求。在顺流

交易中，如前述例题，相当于被投资企业以 600万元的资

产换入成本为 400万元的商品，从公平交易原则来看，该

项内部交易必然导致被投资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减少了

200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中，根据甲公司取得乙公司40%的

有表决权股份，能够对乙公司实施重大影响，应当采取权

益法进行核算，而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经上述分析是

减少了200万元，在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应

当根据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增减而作相应增减。被

投资方所有者权益减少 200万元（600-400），根据持股比

例 40%，那长期股权投资就应当减少 80万元（200×40%），

同时权益法下投资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也因此调减80万
元。因此，就权益法的要求而言，即使是顺流交易，也应当

在确认投资收益时在投资企业个别报表的净利润上扣除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3. 为了规避关联方交易粉饰利润。比如前例，甲投资

方会在报表上做 600万元的营业收入、400万元的营业成

本，利润有200万元。这200万元若因为是顺流交易形成，

不在投资方确认投资收益时做抵销处理，又因为投资方

不需要另外编制合并报表也不需要做调整，那么从投资

企业和被投资企业的整体来看，这200万元到底该怎么处

理？若不处理，投资方完全可以通过大量的类似业务向联

营企业或合营企业销售商品以粉饰自身的利润或做避税

处理。

基于以上考虑，顺流交易产生的内部未实现交易损

益虽然不是出现在投资方个别报表上，但是还是应当借

机一并处理的。另外，从处理形式上来讲，又可以与逆流

交易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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