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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子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

值之间的差额，即子公司账面净资产的增（贬）值；二是母

公司购买子公司的投资成本与所取得子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

之间的差额，即商誉。本文就股权取得日合并价差的会计处

理方法作以下比较分析。 一、关于合并价差的会计处理方法

1、购买法和股权集合法对合并价差的会计处理 百考试题助

你成功 购买法是国际流行的会计惯例。根据购买法的要求，

母公司投资成本（即“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由购买价格和

与购买相关的其他费用组成。购买成本可能高于或低于子公

司净资产（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从而产生了合并价差。

企业在编制合并报表时，首先将母公司所取得的子公司净资

产的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其次，确认商誉并在预计的

有效期内予以摊销。因此，在购买法下，合并差价的两部分

内容都在合并报表中得以揭示，使合并会计报表具有可理解

性，会计信息具有有用性。 股权集合法下母、子公司双方的

净资产（股东权益）按照各自的账面价值简单合并。母公司

按所取得的子公司净资产（即子公司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

中的母公司份额记录“对子公司股权投资”；与股权集合相

关的其他费用，均确认为当期费用。因此，在股权集合法下

，不存在合并价差，子公司账面净资产的增（贬）值和商誉

没有得到确认和反映。 2、母公司理论和实体理论对合并价

差的会计处理 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理论，主要有母公司



理论和实体理论。由于各国在制定合并会计报表准则和编制

合并会计报表时所采用的合并理论不同，从而其对合并价差

的处理方法也不同。 在母公司理论下，集团的业主权益是关

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由母公司自身的股东权益和母公司在

子公司股东权益中的份额两部分组成；子公司中的少数股东

权益，被排除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之外。因此，在编制合并报

表时，对子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只确认属于母公司的部分；合并商誉也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

。 在实体理论下，把母公司对子公司所拥有的多数股权与子

公司的少数股权都视为集团这一主体的股东权益，反映在合

并资产负债表中。因此，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对子公司净资

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并归属于全体股

东（即母公司股东和少数股东）；合并商誉也属于全体股东

。 3、完全权益法和不完全权益法对合并价差的会计处理 母

公司对子公司控股性的投资，应按权益法处理。权益法是完

全权益法与不完全权益法的总称。 根据完全权益法，在股权

取得日后，合并价差在母公司账上要进行调整，即母公司对

子公司账面净资产增值部分和商誉分别根据使用年限或有效

期限予以摊销。摊销过程通过在母公司账上借记“投资收益

”科目，贷记“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科目来完成，以准确反

映母公司在子公司资本中所占的实际权益和母公司损益表上

的投资收益。根据不完全权益法，在股权取得日后，母公司

对子公司账面净资产增值部分和商誉的摊销部分，不调整“

投资收益”和“对子公司股权投资”。 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两种方法均对子公司账面净资产增值和商誉的摊销部分与未

摊销部分作账务调整。 二、我国合并价差的会计处理与国际



惯例的差异 首先，从合并价差的内容来看，按照国际惯例，

合并价差一般应确认为两部分的内容，即股权取得日子公司

账面净资产的增（贬）值和商誉。而我国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既不确认股权取得日子公司账面净资产的增（贬）值部分

，也不确认商誉，只是将合并价差作为一综合数列示，这既

不能体现充分揭示的原则，也与国际惯例相悖。 其次，从会

计处理方法来看，按照国际惯例，对股权取得日子公司净资

产的增值部分和商誉，应根据其不同的期限分别进行分摊。

我国在1998年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要求母

公司对合并价差的两部分内容在同一期限内平均摊销。 再次

，“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的内涵与国际惯例有较大的差

距。按购买法来处理股权取得日“对于公司股权投资”是国

际会计惯例。在购买法下，投资成本是由母公司实际支付的

购买子公司的价款以及其他一些有关费用组成的，母公司要

将投资成本记入“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科目。而根据我国《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的规定，母公司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时，按其在被投资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所占的份额，借记“长

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科目；按实际支付的价款与其在被投

资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所占份额的差额，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差额”科目。即将投资成本，一部分作为“长期股

权投资投资成本”，另一部分作为“长期股权投资股权投资

差额”，令报表阅读者特别是境外报表阅读者难以理解。 三

、完善我国企业对合并价差会计处理的建议 目前各国所运用

的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理论和方法不尽相同。根据已出台的《

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我国基本上按“购买法一母公司

理论一完全权益法”作为企业编制合并报表的理论基础和方



法。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尤其是合并价差的会计处理方面

，笔者建议：①明确“合并价差”的经济内涵，即应当确认

子公司账面净资产的增（贬）值和商誉。②取消“合并价差

”这一会计科目。母公司在编制合并报表时，一是应将子公

司净资产的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并将子公司净资产公

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根据资产的使用年限予以摊

销；二是应将商誉确认为一项资产，并在预计的有效期内予

以摊销。③将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和“长期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差额”会计科目合二为一，改为“对子公

司股权投资”，并根据完全权益法，母公司对已摊销的子公

司账面净资产增值部分和商誉，要相应调整“对子公司股权

投资”和“投资收益”科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