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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控股关系下，集团编制合并报表的顺序采用一次合

并法还是分步合并法，两者的结果是否相同，其使用有否受

到限制，实务中存在疑惑。本文着重分析在抵销内部交易未

实现损益、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等事

项中，不同合并顺序的应用及其对于合并报表权益结构的影

响，探讨在实务中如何消除因合并顺序不同而引发的差异，

以提高合并报表的编制质量。

一、多层控股关系下有关合并报表顺序的两种方法

当存在多层控股关系时，编制合并报表的合并顺序一般

有分步合并和一次合并两种方法。

（一）分步合并法

分步合并法，指企业存在多层控股关系时，按照各层次

母公司的控股关系自下而上逐层编制合并报表的方法。这种

方法也被称为层层合并法。一个集团有 N 层面控股关系，就

需要分 N 步编制 N 次合并报表。例如，A 公司控股 B 公司，B

公司控股 C 公司，选用分布合并法时即先由 B 公司根据自身

个别报表和 C 公司个别报表编制合并报表，再由 A 公司根据

自身个别报表和 B 公司合并报表编制集团合并报表。

（二）一次合并法

一次合并法，指企业存在多层控股关系时，将母公司个

别报表和各层次子公司个别报表（即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所

有公司个别报表）放在同一平台一次完成合并报表编制的方

法。例如，A 公司控股 B 公司，B 公司控股 C 公司，选用一次

合并法时，可以选择不编制 B 公司合并报表，而直接根据 A、

B、C 三家公司个别报表编制集团合并报表。

二、分步合并与一次合并对合并结果的影响分析

由于各层次的子公司个别报表均为母公司合并报表的

编制基础，因此，无论采用分步合并法还是一次合并法，合

并报表的结果应当是相同的。但在实务中发生下列事项时，

选取不同的合并顺序可能会引发合并报表的权益结构产生

差异。

（一）合并顺序对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抵销的影响

多层控股关系下，内部交易产生的未实现损益在“母、子、

孙”股权结构中如何抵销？一些企业选择将内部交易未实现

损益全部抵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也有些企业选

择按照拥有股份的比例分别抵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及少数股东损益。

1．全部抵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当企业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全部抵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时，合并报表会因为合并顺序不同而产生差异。

在一次合并法下，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全部抵销归属于

集团内最高层次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例如，A 公司拥有

B 公司 80% 的股份，B 公司拥有 C 公司 60% 的股份，C 公司与

B 公司发生一项逆流交易，存在未实现收益 100万元。A、B、

C 三家公司的个别报表在同一平台合并，内部交易未实现收

益会全部抵销归属于 A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0万元。

在分步合并法下，内部交易未实现收益全部抵销的是归

属于该层次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沿用上例说明，在 B 公

司编制合并报表时，未实现收益全部抵销了归属于 B 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00万元，但在后续合并层次由 A 公司编制合

并报表时，需按照权益法要求，对归属于 B 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已经抵销未实现收益 100万元），根据 A 公司拥有 B 公

司股份的比例（80%），调整投资收益，因此，在 A 公司合并

报表中，实际只抵减了归属于 A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0万元

（100×80%），其余 20万元抵减了少数股东的收益。

由此可见，采用不同的合并方法，虽然合并报表中的所

有者权益总额是相同的，但是，合并利润表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少数股东损益项目会产生差异，合并资产

负债表中的留存收益、少数股东权益项目也会产生差异。

2．按持股比例抵销

持“经济实体理论”观点者将合并财务报表看作对整个

经济实体经济利益的信息反馈，关注的是经济事项对所有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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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利益的影响。抵销逆流交易产生的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

按照拥有股份比例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少数

股东损益之间进行分摊，更能体现“经济实体理论”对合并

报表编制实务的影响。

在一次合并法下，对于内部交易未实现的收益按照最高

层次母公司所拥有发生内部交易销售方的股份比例，抵销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仍然沿用上例，按照 A 公司拥

有 C 公司的股份比例 48%（80%×60%），抵销归属于 A 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48万元（100×48%），其余 52 万元减少了少

数股东的收益。

在分步合并法下，B 公司编制合并报表时，该项内部交

易未实现的收益按持股比例分别抵销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B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万元与少数股东收益 40万元；A 公

司编制合并报表时，按照其拥有 B 公司的股份比例（80%），

对归属于 B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已经抵销未实现收益 60万

元）确认投资收益，则未实现收益的抵销最终减少了归属于

A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8万元（60×80%），减少了少数股东

收益 52 万元（60×20%+40）。

两种方法下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的抵销对合并报表的

影响见表 1。

由表 1可以发现，与抵销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有关的差

异，其产生的根本原因不是合并报表的方法不同，而是内部

交易未实现损益由谁承担、如何承担的问题。无论采用一次

合并法还是分步合并法，只要按照拥有股份的比例抵销内部

交易未实现损益，合并报表就不会因此而产生差异。 

（二）合并顺序对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有关权益结构的

影响

子公司可能在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其他企业，按照企业

合并准则中有关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规定，在编制合并资

产负债表时，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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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合并方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为

限转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当子公司所在集团的最高层

次母公司编制合并报表时，两种合并顺序也可能对权益结构

产生不同影响。

在一次合并法下，以最高层次母公司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为限转回归属于合并方的留存收益，合并报表的权益结

构因此而受到影响，除非被合并方合并前的留存收益为零。

例如，本年度A 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拥有 B 公司

75% 的股份，B 公司随后也通过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拥有

C 公司 90% 股份 ；B 公司在企业合并前的留存收益为 ：盈余

公积 100万元，未分配利润 200万元；C 公司在企业合并前的

留存收益为 ：盈余公积 40万元，未分配利润 60万元；A、B

公司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分别为 330万元、100万元。则 A

公司合并报表中资本公积因此而减少 292.5 万元（100×75%

＋ 200×75% ＋ 40×90%×75% ＋ 60×90%×75%），盈 余 公

积、未分配 利润分别增加 102 万元（100×75% ＋ 40×90%×

75%）、190.5 万元（200×75% ＋ 60×90%×75%）。

在分步合并法下，子公司合并报表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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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该子公司

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为限转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但

在其后续层次合并报表时，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项目与母公

司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相抵销，所以，在最终完成的集团合

并报表中，对该类事项只能体现以最高层次母公司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为限转回归属于最高层次母公司的留存收益。以

上例说明，B 公司合并报表中资本公积因留存收益回转而减

少 90万元（40×90% ＋ 60×90%），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分

别增加 36万元、54万元。但上述调整的影响，随着 A 公司编

制合并报表时有关长期股权投资与 B 公司所有者权益项目的

抵销而消除。A 公司合并报表中资本公积因留存收益回转而

减少 225 万元（100×75% ＋200×75%），盈余公积、未分配利

润分别增加 75 万元（100×75%）、150万元（200×75%）。

通过分析合并顺序对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有关权益结

构的影响，可以发现两种方法合并报表的差异成因是：在分

步合并法下非最高层次编制合并报表时，对于被合并方在企

业合并前实现的留存收益中归属于合并方的部分从资本公积

回转的影响，会在后续层次编制合并报表进行有关抵销时

消除 ；而在一次合并法下编制的合并报表能全面反映该类留

存收益回转事项对合并权益结构的影响。

（三）合并顺序对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有关

权益结构的影响

子公司可能会有自己的控股公司，也可能购

买其所控股公司的少数股权。在子公司购买少数

股权的当期编制合并报表时，被控股方的资产、

负债应以合并日公允价值持续计算的金额反映，

子公司新增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与按照新增持

股比例应享有被 控 股方自合并日持 续 计算的可

抵销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对归属于不同股东收益的影响 有无差异

全部抵销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一次合并法 抵销归属于A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0万元
有差异

分步合并法 抵销归属于A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80万元
（100×80%）

按照持股比例
抵销

一次合并法 抵销归属于A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8万元
（100×80％×60%）

无差异
分步合并法 抵销归属于A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8万元

（100×60%×80%）

表1     两种方法下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的抵销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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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净资产份额之差，调整合并报表中的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

益。当该子公司的母公司编制合并报表时，两种合并顺序也

可能对合并报表权益结构产生不同影响。

在一次合并法下，新增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按照新增持

股比例应享有被控股方的可辨认净资产份额之差，会增加或

减少最高层次母公司合并报表中的资本公积或留存收益。

在分步合并法下，新增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按照新增持

股比例应享有被控股方的可辨认净资产份额之差，会增加或

减少本层次合并报表中的资本公积或留存收益，但在后续层

次合并报表时，随着该层次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项目与有关

长期股权投资的抵销，对资本公积或留存收益的调整影响被

消除。所以，在最终完成的集团合并报表中，对该类事项只

能反映最高层次母公司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发生的新增投

资成本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应享有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份

额之差对权益的调整。

分析合并顺序对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有关权益结构的

影响，两种方法下合并报表差异的成因，与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两种编表顺序的差异成因相类似。

三、有关避免合并顺序不同引发差异的建议

（一）有关不同合并顺序的适用范围

在简单控股关系下，如通过直接控股方式控制子公司，

一次合并法和分步合并法都宜采用。但在复杂的控股关系

下，如母公司通过直接加间接方式控股子公司或不同层次子

公司相互之间持股，采用一次合并法不仅可以简化合并报表

程序和避免重复抵销或遗漏抵销的差错，而且能够从集团

整体关注内部交易对控股股东权益与非控股股东权益的影

响，全面反映同一控制下权益合并和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的

事项对于合并权益结构的变动，有助于避免因合并顺序不

同产生的差异。对于存在复杂控股关系且子公司数量较大的

企业集团，还可将两种方法结合使用。当然，如果最高层次

以下级别的母公司需要对外报送财务报表，也可以部分采用

分步合并法。

（二）有关合并报表实务的改进

1．关于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的抵销

无论选择一次合并法还是分步合并法，均应按照拥有股

份的比例抵销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即按持股比例将未实现

损益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少数股东损益之间

分摊抵减，这样可以避免抵销内部交易时因合并顺序不同而

产生的差异。                                                            

2．关于留存收益回转及合并差额对权益结构的调整

对于同一控制下企业控股合并时归属于合并方的留存

收益回转，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时新增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

按新增持股比例应享有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差的

调整：如果在非最高层次编制合并报表时都只作备查处理，

只有在最高层次合并报表时，才对归属于合并方的留存收益

予以回转或将合并差额调整所有者权益项目，这样就可以避

免因合并顺序不同而导致权益结构产生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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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武献杰

不久前，注册会计师行业领军人才第十三期培训班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开班，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出席开班式，对行
业领军人才提出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四项要求。第一，要正心。一是要有诚信之心，诚信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根
本。二是要有上进之心，行业发展要求领军人才勇担重任，要保持终生学习，终生上进。三是要有开拓之心，领军学员
要坚持学以致用，开拓新业务，引领新发展。第二，要修身。一是要提高业务水平，领军学员的目标应当是国际水准、国
际资质。二是要提高综合素质，领军学员应当在专业知识、领导能力等各个方面加强研习，提升自身素质。三是要提升战
略理念，领军学员要学会站在行业全局高度思考问题，所做的工作要以促进行业发展为标准。第三，要齐家。一是要为
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做贡献。二是要为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做贡献。三是要有奉献精神。第四，要治国。一是要
意识到，做好行业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行业的发展，更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二是要培养社会责任感，要为国
家发展承担社会责任。三是要培养人文情怀，敢于创新，在国际业务市场上能拼能打，善拼善打。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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