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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政府需要维护和发展信息化环境，并保持相关制度的

完整和持续稳定，则相关技术的应用可以对软件供应商

和软件客户均形成事实上的激励等。

3. 做好“人才”培养工作。“人才”从哪里来？通常“人
才”由专业的培训机构如高校等提供基础的培训，然后通

过实践获得磨炼和提升。这需要人才培训机构，如高校

等，与软件供应商和客户加强联系，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

紧密结合，加强产学研的结合，具体如中央财经大学会计

学院与会计信息系统提供商、咨询公司、大中型企事业单

位等合作，将企业和咨询公司的实际案例设计开发引进

课堂，这种做法值得推广。

同时，软件供应商和客户以及政府也应重视相关人

才的培养。这一点，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日本名古屋大

学的赤崎勇、天野浩以及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

中村修二，因发明一种新型高效节能光源方面的贡献获

得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至此，共有22位日本籍(裔)
科学家摘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奖人数跃居全球第二，

仅次于美国，这与日本政府和企业非常重视对科学研究

的经费投入紧密相关，日本政府科研经费占GDP的比例

为3.67%，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日本企业也非
常重视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罗朝猛，2014）。

有投入才会有产出，“人才”培养工作需要政府、企业

与高校等相关各方协同努力。

综上，《规范》的颁布和执行将推动我国企业会计信

息化相对稳健的发展，《规范》的实施需要大量具备相应

职业能力的人员，这需要我国相关各方共同努力。信息技

术必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并将推动我国企业信息化

事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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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对商誉计量、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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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企业并购活动越来越活跃，合并商誉在企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因此，加强对商誉

确认、计量及披露的规范显得尤为重要。我国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并规定从 2007 年1

月1 日起在上市公司首先开始执行。现行会计准则对商誉相关处理的规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该规范在上市公
司实际应用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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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企业并购活动越来越活跃，合并商誉在企业资

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本文选取上海证券交易

所A 股市场的 350家在 2010年至 2012 年期间发生非同
一控制下企业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统计分

析，在现行会计准则颁布之前商誉并未在财务报表中独

立列示，而是包含在长期股权投资差额中；在现行会计准

则下，仍旧不确认自创商誉，而只有发生企业并购行为

时，才确认合并商誉。因此，本文研究所采取的数据来自

于合并财务报表，并且均取自于财经金融研究数据库

（RESSET）及巨潮资讯网。在 350 家上市公司中，其 2010

~ 2012 年度报告中确认商誉的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 1可以看出，这些上市公司中，无论是确认商誉
的公司数量还是确认的商誉金额都有逐年增大的趋势。

报告截止日

2010年1月1日

2010年12月31日

2011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确认商誉的
公司数量

176

206

236

245

占公司总数
的百分比

50.29%

58.86%

67.43%

70.00%

商誉（万元）

2 106 210

2 165 566

2 793 591

2 840 557

表 1 2010 ~ 2012年度350家上市公司确认的商誉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

2015. 10 ·17·□

首先，从公司数量上，在 350 家上市公司中，由 2010 年年
初的 176家、2010 年年末的 206家、2011 年年末的 236
家增加到 2012 年年末的 245 家。其次，从确认的商誉
金额上，由2010年年初的2 106 210万元、2010 年年末的
2 165 566万元、2011年年末的 2 793 591万元增加到
2012 年年末的2 840 557万元，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然而，对这些样本上市公司在年报中初始计量、后续

计量及披露商誉的情况作具体分析，我们会发现现行会

计准则对商誉的规范在上市公司应用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商誉初始计量存在的问题

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发生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并购

行为时，合并方按照并购成本超过并购方在被并购方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中所享有的份额对合并商誉进行初

始计量。然而，无论是合并成本的确定还是被并购方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都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包含过

多的人为因素，并且操作困难。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并购

行为发生日，上市公司也很难对合并商誉进行准确的初

始计量。下面以HD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
析说明。

首先，2010 年 7 月 1 日，HD股份有限公司以支付人
民币18 118万元作为合并成本向其控股股东ZGHD购买
了杂谷水电49%的股权，对杂谷水电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
及表决权不足半数，杂谷水电公司在收购行为前为

ZGHD的参股公司，但在收购后HD股份有限公司占有杂
谷水电董事会多数席位，因此，在董事会决议表决权的比

例超过 50%，将其作为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杂谷水电公
司并购当日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32 129万元，因
此，HD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并购获取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为15 743万元（32 129×49%），然而，并购当日确认并
初始计量的商誉金额为1 601万元，并不等于并购成本超
过并购方在被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中所享有的

份额的差额，具体如表 2 所示。并且，年报中披露对于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首选活跃市场报价，而不是

准则中规定的首选合同协议价。由此可见，在这一并购商

誉初始计量的过程中，无论是差额的计量还是公允价值

的确定都存在问题。

其次，2011 年 1 月 1 日，HD股份有限公司以支付人
民币76 690万元作为合并成本购买了华瑞集团公司100%
的权益，同时取得对华瑞集团公司及子公司的控股权。并

购当日，华瑞集团公司及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

值为 81 149万元，少数股东权益为 9 876万元。当日，HD
股份有限公司初始计量的商誉金额为5 417万元（76 690-
81 149+9 876），由此可见，在这一合并商誉计量过程中，
获取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扣除了少数股东权益，而

按规定，在 100%控股的情况下，一般是不应该扣除商誉
股东权益的。因此，在商誉的这一计量过程中也存在问

题。

总之，由于合并商誉初始计量的复杂性及难以操作

性，上市公司在实际应用现行会计准则过程中仍旧存在

着不少问题。

二、商誉后续计量存在的问题

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对于合并商誉，合并方应当至少

在每个年末测试其是否已经减值，而不管是否有价值减

损的迹象。然而，减值测试难度大，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财力和时间等，因此，实际中几乎很少有企业会按规定测

试商誉减值情况，即使已经发生了减值。或者有的企业确

认并初始计量商誉后，当期即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准则中

对商誉减值测试的规定很可能得不到实际的执行并且很

可能被企业利用，进行盈余管理。下面以GW股份有限公
司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说明。

2012 年7 月1 日，GW股份有限公司以250万元的合
并成本，取得九江长丰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的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 183万元，当日，按照差额确认并计量了 67
万元的商誉。然而，GW股份有限公司在当期就对这一商
誉全额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即确认了 67万元商誉资产
减值损失。这一实施过程很可能隐含着管理层进行盈余

管理的目的。相反，有的企业连续几年都未计提商誉减值

准备，是真的没有发生减值，还是企业为了节省资源，根

本就没有测试商誉是否发生了减值，抑或是发生了减值，

为了达成利润指标而不计提商誉减值损失，我们尚不得

而知，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在很

大程度上还是由于现行会计准则在商誉减值测试规定上

存在着问题。

三、商誉披露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上市公司年报附注对商誉的披露情况进行研

究分析，可以发现现行会计准则对商誉披露的规范存在

着很多问题，从而不能够满足信息决策的需求。具体到上

市公司实际应用中，一般存在以下问题：①上市公司之间
对商誉的披露标准不一致，有的企业披露得比较全面，而

有的企业甚至根本不披露，从而缺乏横向可比性。②有些

并购发生日

2010年7月1日

2011年1月1日

并购成本

18 118

76 690

获取的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

15 743

71 273

差额

2 375

5 417

并购当日
确认的商誉

1 601

5 417

表 2 HD股份有限公司并购当日确认的商誉 单位：万元

并购
发生日

2012年
7月1日

并购成本

250

获取的可
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

183

差额

67

并购当日
确认的商
誉

67

当期计提
商誉减值
准备

67

表 3 GW股份有限公司确认计量的商誉 单位：万元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18· 2015.10

企业只披露商誉的初始计量金额，而不披露所发生的合

并成本以及所取得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使信息使用

者难以理解。③上市公司对商誉信息的披露普遍不够全
面。很多企业只是披露商誉减值金额，至于商誉减值的原

因以及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完全不提，从而缺乏可信性。

④有些企业在附注中披露的信息与报表中所列示的商誉
信息不符或者披露信息本身前后不符。

四、优化会计准则中有关商誉规范的对策

1. 加强商誉会计理论研究。企业并购是商誉会计发
展的基本动因，随着并购活动的日益盛行以及规模的不

断扩大，商誉所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商誉资产在企业资

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商誉资产也日益成为人

们所关注的焦点。巨额商誉的初始确认、计量会对企业的

资产负债表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其后续的会计处理也会

对企业的经营业绩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不对商誉会计

进行统一规范指导或制定的规范不尽合理，不仅会影响

到企业财务报表的有用性和可比性，并且容易被企业管

理者用来操纵利润、进行盈余管理。所以，加强商誉会计

的理论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 采用系统摊销法对合并商誉进行后续计量。我国
对合并商誉采用减值测试法进行后续处理，面临的局面

不同于美国等其他国家。美国等其他国家在采用减值测

试法以前，已经经历过多年的“摊销法”实践。然而我国所

面临的情况是，刚一开始完善与商誉相关的会计处理就

选用了减值测试法这样一个较高的起点，这样做当然省

却了以后期间再进行调整的麻烦，但是，由于摊销法要求

的客观经济条件比减值测试法要求的客观经济条件要低

一些，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环境下摊销法比减值测

试法更容易推行。尽管摊销法是将商誉在一个人为确定

的期限内进行摊销，虽然有武断之嫌，甚至还会影响到利

润计算的准确性，但是，如果要求所有企业都这么做的

话，也不会对企业间经营业绩的比较产生太大的影响。基

于某些企业在确定摊销期限时可能存在某些人为调节利

润的倾向，建议由企业会计准则对商誉摊销年限进行限

制，从而提高信息的可比性。

3. 提高我国会计人员以及评估人员的专业素质与业
务素质。在我国要建立并推行完善的商誉会计体系需要

大批具有较高专业素质和业务素质的会计人员以及评估

人员。无论是商誉的确认还是计量都需要会计人员根据

企业自身具体的实际情况做出公允的评判，也需要评估

人员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商誉价值做出合理的评估，所以，

需要会计人员以及评估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较高

业务素质，从而能够对商誉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以便于

在商誉会计处理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

此外，商誉由于其存在的特殊性会涉及企业经营的一些

商业秘密，这就需要会计人员以及评估人员具备较高的

职业道德素养，对在商誉评估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商业

秘密执行严格保密制度。

4. 完善我国资本市场以及资产评估市场。无论是商
誉的确认还是计量都是建立在资产评估基础之上的，因

此，这就需要获取类似于公允价值以及未来超额盈利等

方面的信息。在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以及资产评估市场

都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必须通过规范市场行为、完善相

关法规等措施来逐渐创建合格的客观条件，完善我国的

资本市场以及资产评估市场，从而进一步增强商誉价值

确认以及计量的可操作性。

5. 加强商誉信息监督管理力度。在现行会计准则中
对于公允价值的应用存在一些人为可控因素，特别是对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估计，其不确定性因素增强，大

大提高了人为操纵利润的空间。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不

能因为会计准则为实际操作留有余地我们就否认其先进

性。总体上来说，公允价值的应用以及商誉减值测试代表

着商誉会计的未来发展方向。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如何

完善实际操作，做到有章必循，杜绝某些企业钻准则空子

的现象。因此，需要我们进一步规范准则监督体系，完善

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注册会计师、评估师的审计以

及监督力度。同时，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保证会计信息

真实可靠。

6. 借鉴国外经验时应考虑我国的特殊情况。为了实
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缩小与其的差异，我国财政部

于2006 年2 月颁布的会计准则中对商誉处理的规定已经
基本上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一致性。但是，我们

也应该意识到我国的具体国情，无论是具体的经济、社会

环境还是会计体系都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因此，在追求

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我国的实际状

况，认真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进而决定我国

是否应当借鉴他们的规定以及借鉴哪些规定，从而不断

地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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