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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

会计处理思路的系统性分析

【摘要】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在形成机理和会计处理上均存在交互性联系。本文在比较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合并

定义的基础上，梳理出二者的逻辑推定关系。之后探讨了长期股权投资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的理论依据，整理出企业合并

会计处理的流程路径，系统性地构建出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会计处理的整合性框架，为理论分析和实务操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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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逻辑关系的梳理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并未给出长期股权投资的内涵式定

义，只是采用列举法说明了四种应当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的情况，这样因陋就简的规定难免使得长期股权投资处于一

种实务“应然”而理论却未“实然”的境地。从字面意思上看，

“长期”按照一般会计概念的理解，指一年或者一个营业周期

以上；“股权”是指取得被投资单位股份进而成为其股东；“投

资”是指投资企业为了获取直接与间接的收益而向被投资单

位投放资金的经济行为。因此，长期股权投资可以理解为投资

企业为了获取收益，通过支付对价取得被投资单位股份并拟

在较长的经营期间持有的经济行为。所获取的收益既包括股

利，也包括以各种形式与被投资单位建立合作关系进而形成

对投资企业自身经营活动的支持。

对于企业合并而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企

业合并》给出了明确定义：企业合并是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

独的企业合并形成一个报告主体的交易或事项。从该定义来

看，报告主体的变化是判断企业合并的关键因素。某项交易或

者事项的发生如果不导致报告主体产生变化，就不属于企业

合并的范畴，如子公司少数股权的购买。

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的衔接点就在于投资企业对被

响；另一方面，可以在需要时动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这个利润

蓄水池影响企业利润。下面以南纺股份为例进行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到：

1. 该公司在 2009年和 2010年的所得税费用均为负数，

在当期都确认了较大数额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时大额的递

延所得税的确认使得 2010年该公司扭亏为盈。

2.两年中每年都处置了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获得了

一定的收益，且处置的收益小于其当年所确认的递延所得税

负债，再加上当年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更使得 2010年扭

亏为盈。

由以上数据可初步判断，该公司存在利用递延所得税的

确认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盈余管理是

递延所得税和公允价值计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了抵消作用，但对于怎样用其来进行盈余管理，这是多种

因素影响的结果。

例如，企业管理层可以根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某期利

润的要求对其进行买卖操作。上市公司为了分散风险通常会

买入一揽子股票或其他金融资产，其中有些金融资产是亏损

而有些金融资产是盈利的。当企业管理当局需要增加当期利

润的时候，就可以将那些盈利的金融资产转移，这样原先计入

所有者权益的公允价值变动就从所有者权益转移到了当期利

润中来，从而提高当期利润。与此相反，当企业管理当局需要

适当减少当期利润的时候，只需将亏损的金融资产卖出就可

以达到减少利润的目的，当然，做决策时也要权衡递延所得税

等相关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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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期间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本期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额

所得税费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确认的递
延所得税负债

本期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获得的收益

2009年

15 827 797.61

19 826 738.26

9 123 877.92

-3 998 940.65

761 247.14

131 954.60

2010年

-1 048 912.04

12 803 657.10

19 874 328.60

-13 852 569.14

408 741.63

133 954.60

表 3 南纺股份（600250）递延所得税分析表 单位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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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单位股权的获取。正是因为股权的获取，投资企业才有可

能在控制、共同控制或者重大影响的情形下与被投资单位产

生协同效应；而也正是持有股份达到 50%形成控制的情况下，

母子公司关系的缔结必然导致报告主体范围的扩大。尽管二

者都涉及股权的获取，但二者在逻辑上并不具有推定关系，即

长期股权投资的确认未必导致企业合并，企业合并的形成也

不必然需要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如下图所示，从长期股权投资的角度来看，在控制的情形

下将会形成控股这一类型的企业合并，而除控制之外的情形

并不会形成企业合并；从企业合并的角度来看，控股这一类型

的企业合并需要母公司在个别报表中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吸

收与新设合并则无需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因此，长期股权投资

是企业合并的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二、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思路

1. 初始确认。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确认可以划分为三

类：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母公司应当在

个别报表中按照子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乘以自身享有的比例

确认长期股权投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

投资，母公司应当在个别报表中按照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确

认长期股权投资；非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投资企业

应当按照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与相关税费之和在个别报表中

确认长期股权投资。这样的确认方法充分体现了实质重于形

式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对于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同一控制与非

同一控制两种类别，分别以账面价值和公允价值为基准进行

初始确认，与合并报表中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的理念一脉相

承；对于非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公允价值为基准

进行初始确认更能体现投资的真实成本。

2. 后续计量。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方法为成本法和

权益法。成本法是指按照成本对投资计价，只有当被投资单位

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时投资企业才按照应享有的部分确认为投

资收益；权益法是指在投资持有期间，按照投资企业享有被投

资单位净资产份额的变动来调整投资的账面价值。

权益法按照调整力度的不同，又可细分为简单权益法、购

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的类型 初始确认/控制
权取得日

后续计量/控制
权取得日后

合并企业个别
财务报告

母公司支付对价
的公允价值

母子公司合
并财务报告

合并企业个别
财务报告

母公司个别财
务报告院长期
股权投资

母子公司合
并财务报告

投资企业个别
财务报告院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企业个别
财务报告院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企业个别
财务报告院
长期股权投资

对被投资单位
不具有共同控
制袁且活跃市
场中无报价袁
公允价值不能
可靠计量的权
益性投资

联营企业渊重
大影响冤

合营企业渊重
大控制冤

子公司渊控
制冤

同一控制

非同一控制 控股

新设

吸收

控股

新设

吸收

正常会计处理

母公司个别财
务报告院长期
股权投资

权益结合法

购买法

子公司净资产账
面价值伊母公
司享有的比例

投资企业支付
对价的公允价
值+相关税费

购买法

投资企业支付
对价的公允价
值+相关税费

投资企业支付
对价的公允价
值+相关税费

成本法

完全权益法

完全权益法

购买法

正常会计处理

成本法渊资产负
债表日的合并报
表中调整为购买
权益法冤

权益结合法

成本法渊资产负
债表日的合并报
表中调整为简单
权益法冤

权益结合法

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会计处理的整合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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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权益法和完全权益法。简单权益法直接用被投资单位的账

面净利润乘以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计算投资收益，购买权益

法需要考虑被投资单位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

额来对账面净利润进行调整，而完全权益法则在购买权益法

的基础上再考虑内部交易来调整账面净利润，即完全权益

法=购买权益法+内部交易调整=简单权益法+公允价值调

整+内部交易调整。

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对合营企业投资和对联营企业投资

采用完全权益法进行后续计量，另外两种投资运用成本法进

行后续计量。同时，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

的长期股权投资，在编制合并报表时要分别调整为简单权益

法和购买权益法。完全权益法的调整力度最大，能够挤干内部

交易失真和账面价值失实的水分，对合营企业投资和对联营

企业投资在该种方法的计量下能够提供最充分的会计信息。

对于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在个别报表和合并报表中

分别采用成本法和简单权益法与购买权益法，能够使得会计

信息的提供做到不重不漏。简单权益法与购买权益法的运用，

也与合并报表编制中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分别以账面价值和

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的处理思路相承接。

需要说明的说，表面上看简单权益法与购买权益法并未

对内部交易进行抵销调整，似乎是以被扭曲的净利润为基础

来计算投资收益。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合并报表的编制过

程中，是先编制内部交易的抵销分录再将长期股权投资由成

本法调整为简单权益法或购买权益法，净利润的调整伴随内

部交易的抵销分录已经完成，在此处运用简单权益法和购买

权益法是恰当的。

三、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思路

1. 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有权益结合法、购买法和新实体法三种。权益结合法将企业合

并视为各参与合并企业的所有者权益的结合，应按照被合并

方资产与负债的账面价值进行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购买法

将企业合并视为一家企业购买另一家企业的行为，应按照被

合并方资产与负债的公允价值进行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新

实体法认为企业合并产生了全新的报告主体，应先将参与合

并的各企业的资产与负债均调整为公允价值，再进行企业合

并的会计处理。目前，我国会计准则按照是否为同一控制形成

的企业合并而采用权益结合法或者购买法，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和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规定只允许采用购买法，而新实体法

则因操作过程过于繁琐和要求条件过于苛刻而不在实务中采

用。下文给出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的会计处理流程。

2. 权益结合法的运用———同一控制的企业合并。

（1）控制权取得日。淤吸收与新设合并。对会计政策与会

计期间进行一致性调整寅将被合并企业资产与负债按照账面

价值入账寅确认被合并企业净资产账面价值与合并企业支付

对价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并将其计入资本公积。于控股合

并。对会计政策与会计期间进行一致性调整寅编制内部交易

的抵销分录寅编制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的抵销分录并确认少数股东权益寅将子公司在合并前实现的

留存收益中归属于母公司的部分从母公司的资本公积中转入

留存收益。

（2）资产负债表日。淤吸收与新设合并。在吸收与新设合

并的情况下，被合并企业的法人资格被注销，合并企业或者新

设企业只需进行正常的会计处理即可。于控股合并。对会计政

策与会计期间进行一致性调整寅编制内部交易的抵销分录寅

调整子公司的净利润，同时将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调整为

简单权益法寅编制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的抵销分录并确认少数股东权益寅编制投资收益与利润分配

项目的抵销分录寅将子公司在合并前实现的留存收益中归属

于母公司的部分从母公司的资本公积中转入留存收益。

3. 购买法的运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1）控制权取得日。淤吸收与新设合并。对会计政策与会

计期间进行一致性调整寅将被合并企业资产与负债按照公允

价值入账寅确认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与合并企业支付

对价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 并将其确认为商誉或者计入损

益寅将作为合并对价的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

的差额作为资产处置计入损益。于控股合并。对会计政策与会

计期间进行一致性调整寅调整子公司可辨认资产与负债公允

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寅编制内部交易的抵销分录寅编制母

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抵销分录并确认少

数股东权益，同时视差额情况确认商誉或者营业外收入（因购

买日无需编制合并利润表，因此该笔营业外收入直接计入合

并资产负债表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2）资产负债表日。淤吸收与新设合并。与同一控制下的

情况相同，由于被合并企业的法人资格已被注销，合并企业或

者新设企业只需进行正常的会计处理。于控股合并。对会计政

策与会计期间进行一致性调整寅调整子公司可辨认资产与负

债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寅编制内部交易的抵销分

录寅调整子公司的净利润，同时将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调

整为购买权益法寅编制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

权益的抵销分录并确认少数股东权益，同时视差额情况确认商

誉或者营业外收入寅编制投资收益与利润分配项目的抵销

分录。

四、结语

长期股权投资与企业合并因其运用方法的复杂往往成为

实务处理难点，二者的渗透性关联也使得会计处理链条冗长

繁杂。本文构建了二者会计处理思路的整合性框架，详细分析

了长期股权投资确认与计量的理论依据，描述了企业合并的

会计处理流程。只要理清二者内在机理和外在显化的脉络，其

会计处理自然是水到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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