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若干年企业持续获得的超额利润以预计的贴现率进行贴

现，以其贴现值作为自创商誉。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存在明显

的缺陷，理由是：

1、超额收益观使商誉的范围人为地扩大了，以此为依

据对商誉进行计量会造成资产的重复计量。
2、通过前述论证可知，会计商誉是现行财务会计模式

局限性的反映，也就是说，现行财务会计模式的局限性导致

了会计商誉的存在，如果对会计商誉进行确认的话，那么首

先应确认的是无形资产，而不是会计商誉本身。

3、未来年度超额利润和贴现率的预测，主观性太强，难

以保证计量结果的可靠性。

四、当前可行的做法是：对自创商誉用间接法进

行评估，并在表外揭示

改变现行财务会计模式、重塑新的财务会计模式是一

个系统的工程，需要长时期的探索和完善。在现行财务会计

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最可行的做法是用间接法计

量商誉，但必须在表外揭示。

用间接法计量自创商誉的依据是商誉的无形资源观。

具体方法是：先评估企业总体价值，然后以企业总体价值减

去账面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其差额即为（自创）商誉。企业总

体价值在经济意义上应等于未来盈利的现值，所以未来盈

利的预测和贴现率的选择是这种方法的关键。未来盈利等

于企业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乘以预计的报酬率。预计报酬率

通常根据企业过去的盈利情况分析计算。通过对企业过去

若干年盈利情况的分析，剔除其中偶然性因素的影响，结合

现在和将来可能影响盈利的因素，即可确定企业在正常情

况下实际可能达到的盈利水平。由于商誉带来的未来盈利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选择的贴现率通常应高于正常

的投资报酬率。贴现期的估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主要取

决于当事人对未来盈利的主观判断、企业过去盈利的稳定

性、行业风险程度等因素。
如果企业是上市公司，可以股票价值代替企业总价值。

因为股票市价从总体上反映了全体股票投资者对企业内在

价值的判断；股票的市价总额近似地反映了企业的总体价

值。但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里，股票市价不宜作为企业总价

值。

五、关于负商誉

会计商誉在企业兼并活动中表现出来。当购买成本高

于被兼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时，其差额被作为（外购）商

誉确认和计量；当购买成本低于被兼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

值时，其差额相对于商誉而言被称为“负商誉”。负商誉和商

誉有相反的性质和特征，它是现行财务会计模式未能计量

的各种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使企业的盈利能力低于一

般水平。

负商誉的会计处理是各国会计界颇有争议的问题。在

世界范围内，负商誉的会计处理通常有三种方法：一是确认

为一项递延收益，并在确定的期限内摊入各期收益；二是将

其按比例调减长期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若不够抵减

时，剩余部分确认为一项递延收益，并在确定的期限内摊销

为收益；三是将负商誉确认为资本公积。

在上述三种方法中，第三种方法和负商誉的本质不符，

它虚增了企业的资产和资本；第一种方法也违背了负商誉

的本质，同时也不符合企业购入资产按实际成本计价的原

则；第二种方法相对来说最合理，但仍有待改进之处。
负商誉是现行财务会计未能确认和计量的各种不利因

素，这些不利因素能导致企业经济资源流出企业。根据负商

誉的本质特征，负商誉的会计处理方法应是：将其根据资产

账面价值按比例抵减资产的公允价值，一直抵减到购买成

本为止。这种处理方法既符合购入资产按实际成本计价的

原则，又符合稳健性原则。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 系

  北京化 工 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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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对利润分配的一点建议

邹银兵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当期实现的净利润，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和其他转入后的余额 ，为可供分配的

利润，首先提取法定盈余公 积和公益金。笔者认 为这其

中存在着重复计提盈余公积和公益金的问题。因为年初

未分配利润是以 前年度已经提取了盈余公 积和公益金

后留下的，是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若将这部分以 前

年度留下的利润与本年度净利润合并后计提盈余公 积

和公益金，将导致以 前年度留下来的利润部分重复提取

盈余公 积和公益金。
因此 ，笔者建议，应 当仅以 本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作

为提取盈余公 积和公益金的基数，即仅对本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提取盈余公积和公 益金。提取后的剩余利润再加

上年初未分配利润就是可供投 资者分配的利润，这样也

就不存在重复提取盈余公 积和公益金的问题了。
（作者单位：武汉市财政学校财会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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