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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该交易事项不符合“控制”定义的理解，应将

其提供的管理服务作为一项提供劳务收入，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14 号—— 收入》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四、委托受托经营交易事项中关于“控制”的初

步判断要素

对以上案例进行延伸，委托方托管的标的物可能不仅限

其对子公司股权，还包括资产组、商业项目等。为此，在对有

关交易事项进行会计处理前，首先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 企业合并》的规定判断托管标的物是否构成业务，

构成业务的，应当比照该案例进行处理 ；不构成业务的，受

托方通常作为资产租赁或提供资产托管服务，按照有关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在现有的委托受托经营交易事项中，前者的会计处理是

难点。对于这一类交易事项，托管经营是基于合同、协议而不

是股权关系而成立的一项法律关系，其形式比单纯基于股权

关系的母子公司关系更为灵活和多样。虽然都体现为委托受

托经营的形式，但是有关交易事项的经济实质往往可能存在

实质差异，必须从相关合同或协议的条款出发，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结合双方的控制权享有情况，以及承担或享有的整

体风险收益，谨慎判断受托方是被托管单位的控制人还是代

理人，结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以及 IFRS 10 对控制定义

的改进和指南，一般至少应当考虑以下因素，判断原股东是否

具有影响受托人对托管对象相关活动的决策的权力，区分受

托方的地位是更接近于所有者，还是更接近于外聘的职业经

理人 ： 

1．托管协议赋予受托方的经营管理权限是否涵盖了“财务

和经营政策”的全部内容，或者按自身意愿占有、使用、处置的

完整权利。权利越完整，受托方越有可能控制被托管单位。

2．托管方、受托方与被托管单位的所有者之间的利益

分配关系。例如被托管单位的经营盈亏是否全部或者绝大部

分归属于托管方，如果是，受托方就越有可能属于代理人的     

角色。

3．托管协议对托管结束后被托管单位净资产归属的约

定。例如在托管结束时，托管方或受托方是否必须确保被托

管单位的净资产不低于托管开始前的金额 ；托管方或受托方

是否有权获取托管结束日被托管单位的净资产与托管开始时

相比的增值部分等。如果净资产归属于托管方，受托方就可

能属于代理人。

4．托管协议与被托管单位的公司章程或类似规定之间

的关系。例如当两者不一致时以谁为准，以及托管方和受托方

派驻的经营管理人员与被托管单位原有的董事会、管理层的

关系等。如果托管协议服从于被托管单位的公司章程或类似

规定，受托方可能属于代理人。

5．托管协议是否规定在托管期间原股东有权单方面终

止委托关系。如果是，受托方可能属于代理人。

6．有关法律法规或规定的可能影响。例如，根据有关规

定，托管方对被托管资产或企业的控制权往往存在一定限制，

这可能影响到能否将被托管资产纳入托管方财务报表，或者

将被托管企业纳入托管方的合并财务报表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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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注协召开《小型企业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底稿编制指南》论证会

不久前，中注协组织召开《小型企业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底稿编制指南》（以下简称《编制指南》）论证会，在京部分会计师事

务所代表应邀参加会议。

中注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小事务所和小型企业财务报表审计业务在行业中占有着相当的比重。指导中小事务所有效开展

小型企业审计业务，提高审计质量，实现规范发展，是协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专业标准建设的重要领域。修订

出版《编制指南》，要充分体现风险导向审计的思路，全面遵循新发布的审计准则、职业道德守则和小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有效反映小型企业审计的特点，使之科学简便、易于操作。与会人员围绕上述要求进行了充分讨论，并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

2008 年，为了加强对中小事务所执行审计准则的指导，增强审计准则的可操作性，中注协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和指南的要求，组织专家编写了《编制指南》。最近几年，修订后的审计准则、职业道德守则和小企业会计准则等法规相继颁布，

对小型企业审计业务提出新的要求。应广大中小事务所的要求，中注协今年启动了对《编制指南》的修订工作，按照新准则的要

求，结合小型企业审计的实践经验，进行梳理、更新，并已完成初稿起草和定向征求意见工作。下一步，中注协将根据论证意

见修改定稿，尽快出版。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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