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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涉及或有对价怎么处理
——以三五互联收购中亚互联为例

周红燕（博士）

（青岛科技大学数理学院 青岛 266061）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企业收购兼并日趋复杂。本文以我国特定上市公司并购

案为例，对涉及或有对价的企业合并成本确认等会计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关的会计处理意见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或有对价 企业合并 非同一控制

近年来，我国企业收购兼并活跃，合约安排也更加多

样化。其中，附带业绩对赌条款的定价方式因可有效降低

收购方的风险而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其会计处理难

点在于或有对价的计量问题。本文以厦门三五互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五互联”）收购北京中亚互联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亚互联”）为例，对涉及

或有对价的企业合并成本确认等会计问题进行探讨，并

提出相关的会计处理意见和政策建议。

一、案例基本情况

三五互联于2011年2月收购中亚互联60%的股权，完

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此次股权收购协议主要内

容如下：

1. 收购定价。股权收购协议约定转让价款区间为

5 900万~12 470万元，分为固定价款和浮动价款，最终的

转让价款与中亚互联未来两年（2011 ~ 2012年）实现的业

绩挂钩，按照协议的具体规定计算确定。

固定价款部分，在满足转让协议生效等条件后，三五

互联将分三次向转让方（鸿信讯盟、盛世阳光、中亚互联

股东）支付固定价款累计5 900万元。

浮动价款部分，分两期进行支付：第一期是在中亚互

联完成2011年财务报告审计和满足其他约定的先决条件

后，三五互联按照中亚互联2011年税后净利润2倍的60%
支付收购价款，并设定支付上限 4 140万元；第二期是在

中亚互联完成2012年财务报告审计和满足其他约定的先

决条件后，三五互联按照中亚互联 2012年税后净利润的

60%支付收购价款，并设定支付上限2 430万元。

2. 利润分配。三五互联与转让方在利润分配方面作

出如下约定：在中亚互联弥补亏损并提取公积金后，如实

现承诺利润，则按照股权比例进行分配。如未实现承诺利

润，三五互联有权按承诺利润的相应比例优先获得利润

分配，即：2011年度，中亚互联未实现 2 300万元净利润，

三五互联有权优先分配1 380万元，如中亚互联实际利润

不足 1 380万元，则由转让方现金补齐不足部分；2012年

度，中亚互联未实现 2 700万元净利润，三五互联有权优

先分配1 620万元，如中亚互联实际利润不足1 620万元，

则由转让方现金补齐不足部分。

3. 业绩承诺。转让方、中亚互联及保证方（转让方的

自然人股东）向三五互联作出业绩承诺：2011、2012年，中

亚互联应分别实现税后净利润 2 300万元和 2 700万元。

若中亚互联无法实现上述承诺，由转让方以其所持中亚

互联部分股权无偿赠予给三五互联。

二、涉及或有对价的企业合并主要会计问题探讨

1. 关于企业合并成本的确认问题。由于转让方承诺

中亚互联2011、2012年分别实现税后净利润2 300万元和

2 700万元，三五互联在收购日判断中亚互联很可能实现

承诺净利润，并根据约定的计价方法，预计浮动收购价款

很可能达到 4 380万元，即收购总价款为 10 280万元。据

此，三五互联在收购日确认企业合并成本10 280万元，其

中：享有中亚互联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1 125.66万

元、合并商誉为9 154.34万元。

2011年，中亚互联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1 317.70万元，

未达到承诺的盈利水平，那么，对无需支付且已确认为企

业合并成本的浮动收购价款，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是否

需对企业合并成本及合并商誉进行调整？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企业合并》中指出，“购

买日后12个月内出现对购买日已存在情况的新的或者进

一步证据而需要调整或有对价的，应当予以确认并对原

计入合并商誉的金额进行调整；其他情况下发生的或有

对价变化或调整……或有对价为资产或负债性质的，如

果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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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中的金融工具，应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变化

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应按该准则规定计入当期损益或计入

资本公积；如果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中的金融工具，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或其他相应的准则处理”。《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第3号——企业合并》（2008年版）也对原先企业

合并购买日所确认的或有对价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了修

订，认为或有对价公允价值的变化往往是源于合并后的

事项以及合并主体所处环境的变化，因此，或有对价公允

价值的变动与购买日被合并净资产的价值无关，不应调

整合并成本。

笔者认为，除有确凿证据表明，购买日中亚互联经营

状况较差或已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而转让方通过财务

造假或其他方式来误导三五互联判断外，中亚互联未实

现承诺利润，是购买日后企业经营业绩的变化所致，不同

于“购买日后 12个月内出现对购买日已存在情况的新的

或者进一步证据而需要调整或有对价”的情况。因此，三

五互联应将少支付的或有对价计入当期收益，不调整企

业合并成本。同时，由于中亚互联未实现承诺的净利润，

盈利能力较投资时发生变化，需要对合并商誉进行减值

测试。

2. 关于利润补偿的确认问题。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如果中亚互联 2011年度未实现 2 300万元的承诺净

利润，三五互联有权优先分配 1 380万元利润；如实际利

润不足 1 380万元，则由转让方现金补齐不足部分。2011
年度，中亚互联实现净利润 1 317.70万元，转让方需向三

五互联补偿利润不足部分，该利润补偿应如何进行会计

处理？

对这个问题，可从个别报表层面和合并报表层面两

个角度进行分析。个别报表层面，因利润补偿款不是由于

购买日已存在情况的新证据所致，不应调整股权投资成

本；也不属于权益性交易，不应调整所有者权益。上述利

润补偿类似转让方对中亚互联的经营情况提供一定的担

保（额外承担了部分经营风险），并因此垫付了分红，应当

确认为当期收益。

合并报表层面，参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5号》的规

定，企业接受非控股股东（或非控股股东的子公司）代为

偿债、债务豁免或捐赠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符合

确认条件的，通常应当确认为当期收益；但是，企业接受

非控股股东（或非控股股东的子公司）直接或间接代为偿

债、债务豁免或捐赠，经济实质表明属于非控股股东对企

业的资本性投入，应当将相关利得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

公积）”。本案例中，鉴于转让方（合并报表中的少数股东）

向三五互联支付的补偿利润不属于资本性投入，合并报

表中也应确认为当期收益。

3. 关于无偿转让股权的确认问题。根据约定，若中亚

互联2011、2012年实际实现净利润不足2 300万元和2 700
万元，转让方应将其所持中亚互联股权按一定比例无偿

赠予三五互联。三五互联对无偿取得的股权投资应如何

核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的处理原则，若不属于对购买日已存在情况的新的

或者进一步证据而需要调整或有对价的情况，或有对价

为权益性质的，不进行会计处理。笔者认为，无偿转让股

权的约定，实质也是一项基于被合并方未来收益情况的

权益性或有对价。受让股权时，上市公司在个别报表中不

作账务处理，在合并报表中直接调整少数股东权益和资

本公积。

三、思考与建议

当前，上市公司业务创新层出不穷，会计事项日益复

杂，类似三五互联股权收购的案例或将越来越多。因此，

涉及或有对价的企业合并会计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1. 关于财务报表列报。实务中，一些会计人员认为在

对企业合并涉及或有对价的后续计量时，若将少支付或

不支付的或有对价确认为当期收益，同时对合并商誉进

行减值测试，有可能使得财务报表中一方面形成大额的

营业利润，另一方面企业合并成本、合并商誉金额较大，

导致财务报告列示异常，影响财务报表的稳健性和可理

解性。因此，建议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加强对上述事项的

披露，以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阅读。

2. 关于商誉减值测试。《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

产减值》规定，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

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但在实践中，对商誉的减值测

试，特别是对资产组的认定、未来现金流量的评估等，可

能存在随意性和主观性，使得商誉减值易成为盈余管理

和利润操纵的工具，也增大了监管难度。因此，建议强化

对商誉减值测试过程的披露要求，督促上市公司在会计

报表附注中充分披露可收回金额的确定过程、使用的折

现率等参数选择及其依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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