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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并是企业谋求规模快速扩张的重要方法之一。企

业可以通过合并来获取成本优势和分散风险，获得管理、经营

和财务上的协同效应。在当今鼓励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

下，企业合并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在我们周围。因此，在合并事

项的会计处理中，问题也越来越多，其中之一就是非同一控制

下企业合并的增值税处理问题。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在非关联的

企业之间进行；二是以市价（即公允价值）为基础，交易对价相

对公平合理。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进行合并时，视同一个企

业购买另外一个企业，按照购买法进行核算，用公允价值计量

所取得的资产和负债。笔者就非同一控制下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增值税是否记入合并成本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吸收合并中的增值税问题

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形式进行吸收合并是指合并企业放

弃部分存货、固定资产等流动资产来换入被合并企业的全部

资产，并承担其全部负债的合并方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的规定：一次交换交易实现的企业合并，

合并成本为购买方在购买日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制权而付

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

价值。如果合并企业以存货为代价来对另一个企业进行合并，

按照购买法的相关规定，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下，这部分存货

在会计处理上应该视同销售，也就是要确认收入和成本。既然

确认了销售收入和成本，那么也应该计缴增值税。对于增值税

是否应该记入合并成本的问题，本文将通过以下案例来进行

分析。

例：白云公司主要从事电子、电脑软件等高科技产品的开

发研制，被当地国税局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但是近两

年，企业的经营效益明显下降。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考虑，公司

的投资人决定与当地的蓝天公司进行资产重组。

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白云公司资产总额510万元，其中流
动资产180万元（包括60万元银行存款和120万元库存商品），
固定资产25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80万元，流动负债320万元，
长期负债90万元，所有者权益为100万元。

蓝天公司是一家大型的上市公司，以100万元的存货换取
了白云公司的全部资产并承担负债，该换出存货的成本为80

万元。在此，蓝天公司关于合并业务的账务处理有以下两种方

式：

其一，将增值税纳入合并成本，借：银行存款60，库存商品
120，固定资产250，长期股权投资80，商誉17；贷：短期借款
320，长期借款90，主营业务收入1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17。借：主营业务成本80；贷：库存商品80。
其二，不将增值税纳入合并成本，借：银行存款60，库存商

品120，固定资产250，长期股权投资80；贷：短期借款320，长期
借款90，主营业务收入100。借：主营业务成本80；贷：库存商品
80。

分析：由于以上两种处理方式的不同，企业合并的成本也

不同。第一种方式下企业合并成本为117万元（100+17），第二
种方式下企业合并成本为100万元，由此产生了17万元的差
额。也正因为这17万元的增值税，导致在第一种方法下确认了
17万元的商誉。而商誉在以后期间要计提减值准备或者进行
摊销，这对于以后会计期间的损益将产生影响。

二、处理建议

笔者认为，企业合并过程中的存货，其增值税不应该计入

合并成本。《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让企业全部产权不征收增值

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2］420号）规定，转让企业全部产
权是整体转让企业资产、债权、债务及劳动力的行为，因此，转

让企业全部产权涉及的应税货物的转让，不属于增值税的征

税范围，不缴纳增值税。然而在实际处理中，税务机关却是将

存货视同销售并计缴增值税。尽管如此，因为缴纳的增值税在

企业购进货物时是可以用进项税额进行抵扣的，如果计入合

并成本，可能使合并后的企业价值虚增，比如上例中就因此产

生了商誉。如果不将增值税记入合并成本，这部分商誉就不会

存在，合并成本才能真实地反映合并后的企业价值。

总的来说，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中对于这个问

题的处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各企业会计按照自己的理解来

进行账务处理，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因此，笔者

强烈建议财政部有关部门，就企业合并经济运作过程中出现

的关于增值税是否应该记入合并成本的问题做出具体的规

定。这样，企业的合并账务才能有法可循，经济秩序也能得到

一定程度的改善。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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