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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费用，即在企业合并

过程中购买企业所发生的与合

并有关的费用，包括股票的登

记和发行费用、合并过程中发

生的咨询费、手续费和佣金等。

虽然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无法得

到关于合并费用的单项信息，

但是从某些媒体的披露中可以

发现，合并费用的金额普遍较

大。

在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下，

同一控制下的合同费用计入当

期管理费用；非同一控制下的

控股合并的直接合并费用计入

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非同一

控制下的吸收合并的直接合并

费用计入商誉。同时，《企业会

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

规定，商誉不需要按年摊销，只

需要在出现减值迹象时，计提

商誉的减值准备。

这意味着，在非同一控制

下的吸收合并的直接合并费用

会形成一项资产，而且不会减少以后年度的利润（在不发生减

值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会计准则对合并费用会计处理的规

定存在以下不妥：

1援 合并费用不符合资产的本质。确定一项支出是计入资

产还是计入费用，关键要看支出的效用是否已经发挥出来。如

果支出的效用已经发挥出来，就应该将其确认为费用；如果支

出的效用是长期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能够带来未来的收益，

符合资产定义和资产确认条件的，就可以确认为一项资产。而

在合并过程中发生的直接费用，其所服务的对象是合并这项

活动，合并费用的发生和企业整体将来发生的效用没有直接

联系，合并费用的发生并不影响合并企业整体的获利能力，合

并活动一结束，合并费用的效用也就发挥出来。因此，合并费

用符合费用确认的标准，不符合资产确认的标准。将合并费用

作为商誉确认，无疑是虚增了商誉在合并时点的价值。

2援 合并费用不符合商誉的本质。对于商誉，会计准则只

说明了如何从金额上予以计量，并没有解释商誉的本质。但

是，要正确确认合并费用，就必须明确商誉的本质。笔者认为，

商誉的本质就是未被计量的人力资源的价值。

而为企业合并所支付的合并费用，与商誉的本质存在着

较大的差异，将两种性质不同的项目确认在一个会计项目中，

显然不符合会计确认的要求。

3援 合并费用计入商誉可能导致腐败行为。由于公司支付

的合并费用对当期的利润以及以后的利润不会产生影响，因

而公司可能会在评估机构的选择、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以及

相关合并费用的协商上出现腐败行为。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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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发现在会计实务中对银行利息收入存在几种不同的

账务处理方式。一种方法是将利息收入记入“财务费用———利

息”科目的贷方，另一种方法是将利息收入记入“财务费

用———利息”科目的借方做负数处理。在讨论这两种处理方法

的优劣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会计准则中关于“财务费用”科目

的解释：企业发生的财务费用，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

“未确认融资费用”等科目。发生的应冲减财务费用的利息收

入、汇兑损益、现金折扣，借记“银行存款”、“应付账款”等科

目，贷记本科目，期末应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

结转后本科目无余额。依据这样的理解，应当是采用第一种账

务处理方法，即：淤发生利息支出时：借：财务费用———利息；

贷：银行存款。于发生利息收入时：借：银行存款；贷：财务费

用———利息。盂结转时：借：本年利润；贷：财务费用———利息。

但是这样处理也明显存在一些不便之处，如果我们想对

利息收入或利息支出进行全年或某一个时间段的统计，因为

存在的月末结转数（即结转本年利润的数，如果采用发生额的

反方向结转，结转数可能在借方也可能在贷方），从科目余额

表、科目汇总表和明细账都无法直接统计出利息支出或利息

收入的情况，只有通过每月汇总结转数或贷方发生数或借方

发生数才能进一步算出全年利息费用情况，这样对于一个对

资金运用要求比较高的单位来讲势必要给财务管理带来很多

不便。

我们再来看如果采用第二种账务处理方法，即利息支出

和利息收入都反映到“财务费用”科目的借方（利息收入以负

数反映），贷方只反映每月的结转数。这样我们在统计全年的

利息费用时就可以直接由累计发生额得出，能够方便地统计

出利息费用的累计发生数。但是这种核算方法不便于进行利

息净收入或利息净支出的统计，统计利息收入只能从每月的

明细账中过滤出负数进行汇总。

综上所述，以上这两种核算方式对于一个对资金运用要

求比较高、对资金成本控制比较严格的单位来讲，既不便于进

行资金成本强化管理，也不便于对资金成本进行分析。笔者建

议，在“财务费用”一级科目下设置“利息收入”、“利息支出”两

个明细科目，对利息收入和利息费用分别进行核算，发生利息

费用时借记“财务费用———利息支出”科目，发生利息收入时

贷记“财务费用———利息收入”科目。这样对于利息支出和利

息收入都能够准确地核算和快速地查询，及时反映资金使用

的成本和资金利用的效果。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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