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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相关费用的处理

【摘要】《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第一条指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发生的直接相关费用，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

期损益。如果该合并属于控股合并，在个别财务报表层面就将其计入管理费用，则意味着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不包含直接相

关费用，这样处理存在着一定的不合理性。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个别财务报表层面将其计入长期股权投资成本，而在合并

财务报表层面再将其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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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的相关解答

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第

十一条规定：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成本包括购买方为进行企

业合并支付的现金或非现金资产、发行或承担的债务、发行的

权益性证券等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以及企业合并中发生的各

项直接相关费用之和。即：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发生的与

企业合并直接相关的费用，包括为进行合并而发生的会计审

计费用、法律服务费用、咨询费用等，应当计入企业合并成本。

其后 2010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第一条

指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为企业合并发生

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相关管理费

用，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购买方作为合并对价发行的

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应当计入权益性证券

或债务性证券的初始确认金额。”

企业合并包括吸收合并和控股合并。很显然，如果非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属于吸收合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的解答，购买方发生的相关费用应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控股合并，购买方发生的相关费用是

在个别财务报表层面就计入当期损益，还是在合并财务报表

层面再计入当期损益，该解释公告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企

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在第三章第二节，关于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计量的讲解中，通过

控股合并案例，明确指出了直接相关费用不再计入长期股权

投资成本，而是计入管理费用，也就意味着企业控股合并中，

购买方发生的相关费用在个别财务报表层面就应计入当期损

益。那么这样处理合理吗？笔者觉得值得商榷。

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相关处理的不合理性

1. 违背了实际成本计价原则。会计计量属性总体上是以

实际成本作为计价原则的。在实际成本计量下，资产按照其购

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或者按照购置资产

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进行

控股合并，为此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

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很显然是为了取得该投资而付出的代价，

在控股合并下计入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是理所当然的，符合实

际成本计价原则。

2. 与其他准则规定相脱节。现行会计准则对于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规定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

损益。而对于其他资产的初始计量，现行会计准则都把资产取

得过程中发生的手续费、佣金、不允许抵扣的税金等相关费

用，看做是为取得资产所发生的必要、合理的支出计入资产取

得成本。那么，非同一控制下企业控股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

资为什么例外呢？

而且，如果企业是通过多次交换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第三条规定：

“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应当以购买日之前所持被购买方的股权

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购买日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该项投资

的初始投资成本；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

他综合收益的，应当在处置该项投资时将与其相关的其他综

合收益（例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

的部分，下同）转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日新增投资成本是否

包括相关费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和《企业会计准则

讲解（2010）》都没有提及，这里且不讨论。但是，企业购买日之

前所持被购买方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中，必然包含之前每

次交易所发生的相关费用，这就使得取得控股权后的长期股

权投资成本中肯定也含有相关费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一次交

易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与通过多次交换交易分步实

现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构成内容

应当是一致的，但现在却不一致，这又如何理解呢？

3. 有过分谨慎之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

业合并》规定，购买方对于企业合并成本与确认的被购买方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视情况分别处理：企业合

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

额的差额，应确认为商誉；企业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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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负商誉），应计入

合并当期损益（计入营业外收入）。控股合并与吸收合并两者

对该差额的具体处理是不一样的。在控股合并情况下，该差额

应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列示为商誉（如果是负商誉，则列入合并

当期合并利润表）；在吸收合并情况下，该差额是购买方在其

账簿及个别财务报表中应确认的商誉（如果是负商誉，则列入

合并当期购买方的个别利润表）。

站在准则原来规定的角度，从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上看，购

买方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实际上是作

为商誉或负商誉金额的调整数。特别是当合并中相关费用比

较大时，将会增加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价值。商誉的价值

本身就难以计量，通过合并中发生的相关费用来调整商誉价

值，这明显有违谨慎性原则。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才有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第一条的解答。

因此，如果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是吸收合并，《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第 4号》要求对企业合并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于发

生时进行费用化处理，将其计入当期损益，以免作为购买日确

认的商誉或者负商誉的调整，充分体现了谨慎性原则，很显然

是合理的。在控股合并下，从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上看，涉及通

过合并取得的被购买方净资产价值的计量，而不是单项的资

产或负债价值的计量，因此合并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也应该计

入当期损益，以免合并财务报表中通过虚增商誉价值，而虚增

净资产价值；但从个别财务报表层面上看，仅涉及长期股权投

资这一项资产的初始计量问题，将合并中发生的相关费用计

入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并不违背谨慎性原则。因此，没有必要

将合并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在个别财务报表层面就计入管理费

用。反之，如果强制性地将合并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从长期股权

投资成本中剔除，是不是有过分谨慎之嫌？

三、结论

我们认为在具体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第一条

时，对于吸收合并下的发生直接相关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而对

于控股合并，在个别财务报表层面仍然应将其计入长期股权

投资成本，只是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再将其中的相关费用

予以调整出来即可。这样处理既能在个别财务报表中体现实

际成本计价原则，又能在合并财务报表中体现谨慎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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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转型后，企业购进设备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而不

再计入设备成本，在此时间后新建的企业由于购进的设备多，

在运营初期销量小、成本高，短期内无法消化进项税额，企业

处于亏损状态。假设该企业为某一集团的成员企业，那么从整

个集团的角度考虑，能否利用其他成员企业消化这部分进项

税额，从而降低整体税负呢？下面笔者将举例说明。

案例背景：C企业为一家大型集团企业，其下属 A企业

和 B企业均为全资子公司。A企业成立于 2010年，2012年建

成后投产，由于产销量低、成本高等使企业处于亏损状态；B

企业已进入成熟期，产品进销差价大，利润稳定。A企业和 B

企业企业所得税由其独立缴纳，且企业所得税税率相等。针对

这种情况，考虑可将 A企业的设备出售给 B企业后再通过向

其支付租金的形式取得设备的使用权，从而冲转 A企业账面

部分留抵增值税并减少 B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以达到

双向节税的目的。此售后租回方案对 C企业合并整体损益影

响不大。以下就该方案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纳税筹划方案

1. 出售设备：A企业清理可抵扣进项税额的设备后与 B

企业签订销售合同出售设备。

2. 租回设备：A企业每月向 B企业支付租金以取得出售

设备的使用权。

3. 融资租赁：B企业取得 A企业设备所有权后以融资租

赁的方式融通资金（是否选择此步骤取决于 B企业的筹资安

排，故后面的分析均不涉及该步骤）。

企业集团内售后租回纳税筹划举例

【摘要】 2009年 9月增值税转型后企业购进的设备均可抵扣进项税额，新投资项目公司建成投产后有较大的可抵扣

进项税额，在运营初期由于销量小、成本高等因素很难将其全额抵扣。笔者将通过实例来分析企业集团内如何通过售后租

回业务来冲减留抵税额，以使企业集团降低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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