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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1）——合并财务报表长投与权益抵销时，成本法转
换为权益法的意义是什么，你真的知道吗？ - 知乎

本文不考虑相关税费的影响。

一、讲合并前，先说单体，先说什么是长期股权投资（下述简称“长投”）？

翻开《企业会计准则
》，第2号准则里面对于长投概念的描述为：本准则所称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投资
方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
资。

通俗的理解方式为：你投资了一家公司，你拥有这家公司的股权，并且投资份额足
够大，足以对被投资公司产生重大影响或控制
，然后你在自己家的财务报表中用长投
这个科目来代表你对被投资公司拥有的那部分权益。

在单体层面，当对被
投资公司达到控制的程度时，母公司采用成本法
来核算长投，投资期间，
子公司是盈利或亏损，母公司在单体层面
都不需要做什么操作，原因是子公司后续会被合并进来，和母公司的单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新的东西——合并报表，所以平时就不用那么操心。

当对被投资公司仅能实施重大影响而未能施加控制时，长投采用权益法
核算，因为被投资公司不会被你并表，所以你要时时刻刻关注被投资公司的盈利情
况，时时刻刻根据被投资公司的损益情况来调整自己“长投”的账面金额。

说回单体层面的成本法核算，简单举个例子：

母公司P公司银行存款有200万，实收资本200万，无其他资产负债。P公司想投资
成立子公司，于是拿出100万银行存款投资成立了S子公司，那么S子公司报表上就
有银行存款100万，实收资本100万。而此时母公司P公司有银行存款100万，长投
100万，实收资本200万。

那么问题来了，合并起来两家公司的净资产有多少？还是200万。因为母公司的长
投，和子公司的实收资本，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母公司用长投这个报表项目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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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对应的那部分子公司的权益，所以合并财报时，这两个东西要抵销。

如果第一年S子公司实现净利润10万（假设母公司本身无利润亏损），母公司P公司
单体层面长投啥都不需要
动。然后子公司很孝顺，提取完盈余公积
之后，给P母公司分红了5万元，母公司确认了投资收益，美滋滋。

这时候S子公司报表上的所有者权益有什么？实收资本100万，盈余公积1万，未分
配利润4万。净资产合计105万元。S子公司本年利润表有10万净利润。

我们看看P母公司单体报表上所有者权益又有什么呢？母公司从子公司那边收了5万
分红，确认了5万的投资收益
，当年净利润5万，母公司也提取盈余公积，那么单表上的净资产为：实收资本200
万，盈余公积0.5万，未分配利润4.5万，合计205万。P母公司本年利润表有5万净
利润。

两家公司合并起来最终有多少净资产？310万？当然是210万，别忘了有100万是要
抵销的，整体上相当于总共200万的投资，盈利了10万。

两家公司合并起来最终本年净利润是多少？15万还是10万？搞清楚了，P母公司单
体的5万净利润来源于S子公司，是要被抵消的。

二、实务中对于长投和权益的抵销，通常的做法又是啥？

实务上的通常做法是：长投跟合并日/购买日子公司净资产的金额进行抵销。

什么意思？

单体层面，P公司长投100万是一直不变的，S子公司盈利或亏损，分红不分红，P
公司单体的长投一直在那呆着不变。所以实务中合并抵销通常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抵
这100万，子公司也只抵100万的实收资本（即合并日/购买日子公司净资产）。

可是现在S子公司的净资产是105万了呀，这样岂不是没有把子公司的权益抵销完？

把子公司的权益全抵销完？那是权益法干的事，我们成本法不搞那一套。子公司抵
销剩余的5万净资产是啥？是今年我们赚的钱，实实在在从外部赚回来的，合并层
面肯定要对外体现出来，凭啥要抵销？只有我自己一开始掏出来的钱才需要抵销。

所以，合并财报抵销长投和权益时，如果跳过“成本法转权益法”这一步，那么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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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分录为：

借：实收资本 100万

贷：长投 100万

借：投资收益 5万

贷：利润分配 5万

没了。

哇！简单明了，实在是太棒了。事实果真如此的话，“成本法转权益法”这一步还
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那么问题来了，外部财报使用者拿着你这份合并财报，看着你的抵销分录，问了你
一个问题：哇，你们公司今年整体赚了10万块钱，不错不错，那请问一下P母公司
赚了多少？S子公司赚了多少？

P母公司说：你自己看财报啊。我P公司单体净利润5万，我S子公司单体净利润10
万，清清楚楚呀。

外部财报使用者：你在说什么？到底10万还是15万？

S子公司直呼内涵：what？kiding
me？老母亲你那5万是我分给你的好么，你也好意思拿出来说是你的业绩？

于是乎“成本法转权益法”笑嘻嘻地登场了。

三、理论上（包括诸多证书备考教材）的做法是：成本法你一边去，让我权益法来
。

不要问：“权益法”不是重大影响才适用的方式吗？

问就是：你说的那是单体层面，老子合并层面你..管...不....着.......，傲娇~

我本人也一度认为“成本法转权益法”这一步有什么卵用？最终结果不都是一样的
吗，想不通为什么要搞这么多花里胡哨的？炫技？让投资人更加看不懂，以便忽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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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么操作，才能披露得更清晰。

时至今日，我也没有琢磨出这一步做法的更深层意义是什么（希望能有大佬指点）
，但是起码能解决下面这个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外部财报使用者拿着你这份合并财报，看着你的抵销分录
，问了你一个问题：哇，你们公司今年整体赚了10万块钱，不错不错，那
请问一下P母公司赚了多少？S子公司赚了多少？

权益法怎么说的，子公司盈利或亏损，分红不分红，我都很紧张，我都要赶紧操作
一下，生怕错过了什么？

什么？你以为那只是重大影响的事？不不不，就算是控制，我也要跟你“亲母子，
明算账”，于是乎，权益法下的合并抵销分录来了：

（1）子公司实现利润10万，母公司赶紧确认收益：

借：长投 10万

贷：投资收益 10万

美滋滋，我的孩子赚了10万。

（2）子公司向母公司分红5万，母公司也赶紧操作：

借：投资收益 5万

贷：长投 5万

美滋滋，我的孩子真孝顺，赚了钱也不忘了分点给老母亲。

好了，经过上面两步，长投的金额变成105万了，和子公司净资产105万刚好相等
，那我们来进行下一步吧。

（3）抵销长投和权益：

借：实收资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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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 0

盈余公积 1

年末未分配利润 4

贷：长投 105

少数股东权益 0

S子公司又又又又不乐意了，你这么搞，我赚的10万块，给你分红5万没体现，我自
己留下来的5万（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也被你抵销了，那还玩个球。

P母公司说，你别着急嘛，这不马上就给你调回来，不会占你便宜：

（4）将对子公司的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当年利润分配相抵销：

借：投资收益 10

少数股东损益 0

年初未分配利润 0

贷：提取盈余公积 1

对股东（所有者）的分配 5

年末未分配利润 4

咦，这个分录是什么意思，要怎么理解啊，好崩溃！！

母公司：你不是说10万都是你赚的吗，那我第一步抢的功劳就消掉呗：

（1）子公司实现利润10万，母公司赶紧确认收益：
借：长投 10万
贷：投资收益 10万

于是借方“投资收益 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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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然后你不是说你自己留下的5万也被我抵销了吗，还给你还给你，

于是贷方还原：“提取盈余公积 1万、年末未分配利润 4万”；

母公司：最后你还说你分给我的5万也要给你体现对吧，来来来，戏都给你做足，

于是贷方还原：“对股东（所有者）的分配5万“。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你会发现，上面4个分录合并在一起看，变成了：

借：投资收益 5

实收资本 100

贷：长投 100

对股东（所有者）的分配 5

好家伙，这不是成本法的结果吗？结果当然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那就说明做错
了。

所以说，成本法合并就是直接出结果，讲道理，理解起来可能还更方便；而权益法
合并就是一步一步告诉你我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可能会把你绕晕了，但是关键时
刻数据来源清晰，大家都不要扯皮。

现在S子公司可以告诉外部财报使用者：我们集团今年赚了10万块，全部是我S子公
司赚的，我还给我们P母公司分红了5万，所以P母公司单体的净利润也是从我这里
来的，合并层面要抵销。

P母公司在一边板着脸：小S呀，既然你这么牛逼，那明年的盈利指标定为净利润10
0万吧，嘿嘿。

S子公司：老母亲，我不抢风头了，一切都是您的功劳~

有讲错的地方还望大佬们批评指正。

全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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