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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现行会计规范的思考

张维宾		章丽娟■

一、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会计规范实施中存在问

题的分析

在实施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现行会计规范中，存在一

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关于被合并方资产、负债在合并报表中的计量基础

《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	企业合并》规定，发生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被合并方的各项资产、负

债，应当按账面价值计量。其依据为合并方与被合并方同受一

方或多方控制，缺乏讨价还价的竞价机制，可能不按公允价

值进行交易。但现实中，上市公司发生的一些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往往通过资本市场运作。例如，上市公司向其控股股

东或其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定向增发股份，以获取其子公司

的控股股权，实现企业合并。这种交易（包括交易价格）经过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和表决通过（控股股东回避表决），并

经有关监管部门审核，具有一定的公允性。

以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股份）同一控制

下的控股合并为例。哈药股份于2012年1月以向哈药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集团）定向增发股份3.02亿股的形式，

取得了对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和哈药集团

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上市公司，以下简称三精制药）

44.82%股权，因能够决定其财务和经营政策从而对其实施有

效控制，因此，自2012年起哈药股份将上述两家子公司纳入

报表合并范围。该案例显然属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哈药股份在2012年1月12日发布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中披露：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本次向

哈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1年2月16日）。根据定价依据

和定价基准日计算，经协议约定，哈药股份向哈药集团非公开

发行A股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4.11元/股。2011年 6月14日，

哈药股份股东大会决议表决通过该项方案。该项交易中，哈

药股份增发价、三精制药股权作价和相关时点股价及其比较

如表1所示。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和三精制药

44.82%股权分别作价16.70 亿元和38.12亿元，交易总价为

54.82亿元。虽然哈药集团持有三精制药的股权作价38.12亿

元，每股作价为14.66元（除权后），高于三精制药在增发日

的股价（9.86元），对哈药股份的大股东有利，但由于哈药股

份向哈药集团增发股份的价格高于实施增发时市价的幅度

59.34%,明显大于三精制药股权作价高于实施增发时市价的幅

度32.74%，见表1第⑥栏。如果按除权前的交易价与股东大会

决议日股价相比，哈药股份向哈药集团增发股份的价格高于

决议日股价的幅度34.30%,也明显大于三精制药股权作价高于

决议日股价的幅度12.32%，见表1第④栏。因此，该项交易中

哈药股份的大股东在总体上还是让渡了一部分利益。

哈药股份该项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的交易价格确定，经

过了审计评估、董事会审议、国资委批复、股东大会审议、证

监会审核等程序，权衡了有关各方的利益，从有关数据分析表

明，对于哈药股份的中小股东而言，相对较为公允。所以，笔

者认为对于通过市场运作按公允价值交易的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应以合并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与同样按公允价值

进行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遵循相同的原则进行计量，才

能揭示合并对企业的真实财务影响。

（二）关于被合并方合并前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的并入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合并方在合并当期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时，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将被合并方自合并当期期初至合

并日所发生的利润、现金流量纳入合并财务报表，并且要求调

整期初数和比较报表，是基于“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一直存

在”的假设，但是，实务中发生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并非

一定适用这一假设。

例如，甲公司拥有A、B两家子公司，分别持有其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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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的表决权股份；C公司为A公司的子公司（A持股90%），

D公司为B公司的子公司（B持股100%）。假如发生以下两种

不同类型的股权结构变化（均属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第一种类型的合并：最终控制方和合并方是同一方。甲

公司本年7月1日受让A公司所持有的C公司全部股份，直接

控制C公司。甲公司既是最终控制方又是合并方，其控制范围

未发生变化，因而其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也未发生变动。

无论合并前还是合并后，甲公司的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均包括

A、B、C、D四家公司，不同的只是合并前对C公司是间接控

制，而合并后是直接控制。有关股权结构变化如图1所示。

第二种类型的合并：最终控制方和合并方非同一方。A

公司本年7月1日以定向增发股份的形式受让B公司所持有的

D公司全部股份，从而直接控制D公司。最终控制方为甲公

司，合并方是A公司。有关股权结构变化如图2所示。

对于有关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会计规定所基于的假设，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中表述为：“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

并，应视同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

制时一直是一体化存续下来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

的子公司，视同该子公司从设立起就被母公司控制”。结合第

二种类型的合并，笔者对该假设的合理性存在以下疑问。

首先，A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为何不能如实反映其自身控制

范围的变化？A公司作为上市公司，需要向社会公众公开披露

其自身财务信息，其个别财务报表、合并财务报表的报告主体

均为A公司而非甲公司。甲公司和A公司作为不同的报告主

体，对D公司实施控制的起始点是不同的。甲公司作为A公

司的控股股东，所控制的子公司未发生变化，但作为合并方的

Ａ公司，其实际控制范围从本年7月1日起发生了变化，对于

Ｄ公司的经济资源、经营与财务决策在合并之前并没有控制，

自当年7月1日起才实施控制。不同层次、不同报告主体的合

并财务报表，应当分别反映其实际控制范围内的经济资源及

其运营绩效，否则可能使报表使用者难以理解所披露的有关

信息。

其次，A公司基于自甲公司对D公司实施控制起也同时

控制D公司的假设所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其所披露的相关

信息作用何在？对于A公司的中小股东而言，其所关注和需要

的是A公司层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合并财务报表的列

报和披露，不能只考虑控股股东或大股东而忽视中小股东的

信息需求，否则不符合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要求。

最后，对于上述第二种类型的合并，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

规定，D公司上半年的利润及现金流量同时纳入受让方A公

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和转让方B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是否合

理？最终控制方甲公司在采用层层合并法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如果不进行调整会导致D公司上半年的利润及现金流量

等指标的重复列报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将D公司在被合并之前的业绩和现金

流量纳入Ａ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导致合并日与纳入合并财

表1																																																哈药股份和三精制药交易价及相关时点股价																																												单位：元/股

公司名称
增发价格/股权

作价①

增发价格（除权后）/

股权作价（除权后）②

2011/6/13股东大

会决议日股价③

交易价高于股东大会决议

日股价的幅度④

2012/1/9增发日股价

（除权后）⑤

交易价高于增发日股

价的幅度⑥

哈药股份 24.11 18.10注1（增发价格） 15.84 34.30%(24.11对15.84) 7.36 59.34%(18.10对7.36)

三精制药 22.49注2 14.66注3（股权作价） 19.72 12.32%(22.49对19.72) 9.86 32.74%(14.66对 9.86)

注1：哈药股份2011年8月1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80元（含税），以盈余公积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股本3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
由12.42亿股增加至16.15亿股，增发价格相应调整为18.10元/股。

注2：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三精制药股份转让的价格不低于协议签署日，即2011年2月11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
平均值24.98元/股的90%，即22.482元/股，据此，三精制药股份的每股交易价格为22.49元。三精制药的总股本为3.866	亿股，哈药集团所持有的三精制药股份数为1.733
亿股（3.866×44.82%），因此，三精制药标的资产总交易金额为38.97亿元。

注3：三精制药2011年6月14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每10	股派发现金股利4.90元（含税），以盈余公积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股本5股，转增后三精制药
的总股本增加至5.80亿股，哈药集团所持有的三精制药股份数相应增加为2.60亿股，三精制药标的资产对应的交易价格相应调整为38.12亿元（扣除派发现金股利），股权
每股作价相应调整为14.66元/股（38.12亿元/2.60亿股）。

图1	股份转让后股权结构（第一种类型）	 图2	股份转让后股权结构（第二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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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表时点发生不一致，会显著加大虚拟性，违背对会计信息

的可靠性要求，即使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讲解》的说明，将被

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在合并利润表中单列项目反映，

也还是容易被一些企业利用来调节利润。对于上述第二种类

型的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应当根据合并后形成的报告主体

（合并方）自合并日开始对被合并方实施控制的原则进行会计

处理：合并利润表只能合并被合并方从合并日开始实现的净

利润；合并现金流量表只能合并被合并方从合并日开始形成

的现金流量。同时，合并方在编制合并当期期末的比较报表

时，不应当因合并而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期初数和比

较报表相关项目的金额。

二、结论与建议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在以

下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关于计量基础的改进

笔者建议，企业会计准则对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计

量基础，应当根据交易价格是否公允区别对待。对于缺乏竞

价机制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仍然以账面价值为计量基础，

即按账面价值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并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按账

面价值计量被合并方的各项资产、负债；对于通过市场运作

的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则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即按公允

价值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并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按合并日公允

价值计量被合并方的各项资产、负债，以真实反映交易的实际

情况及其经济后果。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市场运作按照公允价值交易的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如果合并方以合并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

础进行会计处理，则最终控制方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由

于其所控制的范围未发生变化，不应当改变计量基础，对于个

别财务报表中确认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差异要如同内部

交易予以抵销。

（二）关于合并财务报表编制方法的改进

笔者建议，企业会计准则对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合

并财务报表编制，不再采用模拟的方法将合并前未实施控制

的被合并方在合并日之前实现的净利润、形成的现金流量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不再要求将被合并方在企业合并前实现的

留存收益中归属于合并方的部分，由合并方的资本公积转入

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也不再将合并取得的被合并方前期

有关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并入前期合并财务报

表。内部报表、备考报表可以根据企业管理和监管的不同要

求进行编制，但企业对外报送的合并财务报表，无论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还是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均应体现被合并

方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时点与合并日的一致性，不能对比较

报表的信息片面强调可比性而忽视了可靠性。

（本文受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J51701）

（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责任编辑	武献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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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事

《财务与会计》和《财务与会计》（理财版）

2012年度优秀文章评选活动启动

为充分调动广大作者的写作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同时也为了答谢广大读者、作者给予我刊一
如既往的支持和厚爱，2012年，我刊继续开展优秀文章评选活动。具体评选办法如下：

1.评选范围：所有在2012年《财务与会计》和《财务与会计》（理财版）上发表的文章（不论长短，不限栏目）。
2.优秀文章奖励办法：《财务与会计》和《财务与会计》（理财版）各设一等奖2名（一等奖的得票须超来票半数），奖金每篇

1	500元；二等奖10名，奖金每篇1	000元。
3.奖项的产生办法：以读者投票评选为基础，根据得票的高低确定奖励名次；同时设专家评审小组进行复审。
4.读者奖励办法：《财务与会计》和《财务与会计》（理财版）各设优秀读者奖100名，从参加投票的读者中随机产生（有随

函附寄评刊意见的优先），每位奖金100元；设热心读者100名，每位赠送《走进会计的日子》一本。随函附寄评刊意见与建议，
将在适当时候在本刊择优刊出。

5.编辑部给所有获奖作者颁发证书。
6.请将您的评选结果（请注明刊名、刊期、篇名、作者姓名）及联系单位或地址寄至：（100036）北京市187信箱中国财政杂

志社《财务与会计》编辑部李莉。评选活动的截止日期为2013年3月31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我们衷心期望广大读者热情参加这次评选活动，评出您心中的优秀文章。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财务与会计》（理财版）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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