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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F_B9_E6_AF_8D_E5_c42_588626.htm 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

化，市场竞争也趋于国际化。企业以收购、兼并或其他方式

形成企业集团以谋求技术、资源、成本、渠道等竞争优势，

来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这不仅是企业安身立命之举，

更成为企业快速扩张之捷径。 企业集团内部母公司与其他企

业成员之间形成母子公司关系。母子公司的形成是以产权为

纽带，以母公司拥有子公司控制权为结果。母公司取得子公

司产权（长期股权投资）的方式有：企业合并方式和企业合

并以外的其他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方式不同，其会计

处理遵循的准则不同。 以企业合并方式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其会计处理不仅要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简称“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还须遵循《企业会计准

则第20号企业合并》（简称“企业合并准则”）。 实务中存

在一种特殊交易事项，从形式上看是企业合并，但实质上又

非企业合并的范畴，如母公司自子公司处收购孙公司股权，

即孙公司晋升为子公司，就属于该类交易事项。对母公司收

购孙公司交易性质（企业合并亦或非企业合并）的判定，关

系到其适用的会计准则和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体现的结果

亦大不相同。下面就具体案例进行详细分析（本文仅涉及所

有者权益项目分析）。 案例：A公司持有B公司70%的股权

，B公司持有C公司80%的股权，三家公司均已执行新企业会

计准则。2008年1月1日，A公司以现金400万元购买了B公司持

有的C公司80%的股权，2007年12月31日，A、B、C公司资产



负债表相关项目见表1。 对本案例交易性质的不同判定，其

会计处理会有以下两种方法。 一、确认交易事项为企业合并

时的会计处理（方法一） 企业合并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

独的企业合并成一个报告主体的交易或事项。根据参与合并

的企业是否归属同一母公司控制，企业合并又分为同一控制

的合并和非同一控制的合并。 从形式上看，上述A公司自B公

司处购买C公司80%的股权属于同一控制的企业合并交易事项

。企业合并准则规定，对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方

（A公司）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应当按照合并

日在被合并方（C公司）的账面价值计量，合并方取得的净

资产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或发行股份面值

总额）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

调整留存收益。 合并时，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为C公司账面净

资产×持股比例，支付的现金对价与长期股权投资之间的差

额计入资本公积，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800 贷：

现金400 资本公积400 合并日编制合并报表时，合并调整分录

如下： 借：实收资本（C公司）500 盈余公积（C公司）100 

未分配利润（C公司）400 贷：长期股权投资（A公司）800 少

数股东权益200 同时对于C公司在合并前实现的留存收益中归

属A公司的部分，在合并工作底稿中应自资本公积转入留存

收益，分录如下： 借：资本公积400 贷：盈余公积80 未分配

利润320 二、确认交易事项为非企业合并时的会计处理（方法

二） 判定企业合并需要两个核心要件：其一，从实质重于形

式的原则看，交易事项发生前后是否形成控制权的转移；其

二，从合并财务报表的角度看，交易事项发生前后是否形成

财务报告主体的变化。 控制权是指一个企业能够决定另一个



企业的财务和经营决策，并能据以从另一个企业的经营活动

中获取利益的权利。在《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

》中第七条中明确：“母公司直接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拥有被

投资企业半数以上表决权，表明母公司能够控制被投资企业

，应当将被投资单位认定为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

并范围。” 本案例中，A公司收购C公司股权前，A公司通

过B公司间接持有C公司80%的股权，对C公司具有控制权，

并已将C公司纳入其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形成了一个财务报

告主体。实施上述收购后，A公司对C公司的控制权未发生转

移，只是控制的方式由间接控制变为直接控制；从合并财务

报表的角度看，财务报告主体也未发生变化，只是合并报表

中反映C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由44%减少至20%，同时归属母

公司的权益由56%增加至80%。 从实质上论，上述A公司自B

公司处购买C公司80%的股权，未涉及控制权的转移，也没有

形成报告主体的变化，应不属于企业合并准则中所称的企业

合并。本案例中的交易事项是一项特殊交易，可比照母公司

购买子公司的少数股权交易事项处理。 母公司购买子公司的

少数股权，指在一个企业已经能够对另一个企业实施控制，

双方已存在母子关系，为增加持股比例，母公司自子公司的

少数股东处购买少数股东持有的对该子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

。由此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系企业合并以外的其他方式取得

的长期股权投资，其会计处理应遵循长期股权投资准则。长

期股权投资准则规定，以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应当按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作为其初始投资成本。本案例

中，A公司自B公司购买C公司80%的股权时，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400 贷：现金400 三、两种会计处理方法的



比较 （一）从母公司（A公司独立报表）角度看 本案例收购

前后，A公司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见表2。 由表2看出，与购

买股权前相比，方法一因资本公积增加400万元，致使所有者

权益增加400万元；方法二只是体现了资产项目（现金和长期

股权投资）的一增一减，对所有者权益没有影响。从谨慎性

的原则考虑，方法一有高估资产之嫌。 （二）从企业集团（

合并报表）角度看 本案例收购前后，集团合并资产负债表（

含B公司）相关项目见表3。 由表3看出，方法一和方法二的

会计处理体现在合并报表上的结果是一致的。与收购前相比

，仅是少数股东权益和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之间的一增一

减，增减金额为C公司留存收益×24%。收购前，A公司通

过B公司合并C公司归属母公司的权益是56%（70%×80%），

对应的少数股东权益为44%；收购后，A公司合并C公司归属

母公司的权益是80%，对应的少数股东权益为20%。 四、建

议 对于母公司自子公司处收购孙公司股权的交易事项，应如

何判定交易性质，新企业会计准则和讲解中均未明确涉及。

笔者认为，如视同母公司购买子公司的少数股东股权，采用

方法二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不仅符合谨慎性原则，亦可防

止母公司借助此类交易虚增资产和所有者权益。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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