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所得税对商誉计量的影响

在合并商誉的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的情况下才会涉及所

得税对商誉计量的影响。这是因为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会造成合并中资产、负债的入账价值与其计税基础存在差异。

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合并中取得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

公允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形成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应确

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时调整合并中应予确认的商誉。

所不同的是，控股合并只在编制合并报表时确认商誉和递延

所得税，而在个别报表中不体现；吸收合并的商誉按日常账务

处理，在个别报表中列示，除非发生减值，一般不做调整。

例：2007年 1月 1日 A企业以增发市场价值为 15 000

万元的普通股为对价购入 B企业 100%的净资产，对 B企业

进行吸收合并，合并前 A企业与 B企业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

系。购买日 B企业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及其计

税基础如下（单位：万元）：

B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33%，该项交易应确认递延

所得税负债及商誉的金额计算如下：考虑递延所得税后，可辨

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B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递

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12 600+750伊33%-4 125伊

33%越11 486.25（万元）。企业合并成本为 15 000 万元，则商

誉越15 000原11 486.25=3 513.75（万元）。

若不考虑递延所得税，商誉=合并成本-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15 000-12 600=2 400（万元）。由此可见，若不考虑所

得税因素，当期利润多增加 1 113.75万元（3 375伊33%）；而资

产价值发生的增值在以后实际出售时才会体现并作为经济利

益流入，所以该部分产生的收益及税金应在以后发生时确认，

这样就产生了商誉价值的差异。

另外，控股合并下递延所得税资产只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发生，根据每期商誉减值测试的结果重新确认。在吸收合并和

新设合并下，若以后年度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化，递延所得税负

债期初余额应当做相应的追溯调整；或是，在商誉发生了减值

的情况下，对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账面价值也应以减值金额为

基础调整。

二、商誉的后续计量

我国会计准则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所形成的

商誉，应在每个年度终了时进行减值测试。但从成本效益原则

考虑，一般在实际发生了减值时才进行减值测试。

进行减值测试时，结合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以下简称“资产组”），一般分两步：首先，对不包含商誉

的资产组进行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比较，确认

相应的减值损失。然后，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进行测试，将包

含了商誉分摊额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比较，

确认的减值损失金额在扣除分摊至资产组中商誉的账面价值

后，再按其他资产的账面价值比重抵减。需要说明的是，以上

资产账面价值抵减后的余额不能低于以下三者中的最高者：

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该资产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的现值和零。以下以控股合并为例来阐述实际的操

作（不考虑所得税影响）。

控股合并的商誉是在编制合并报表时才确认，初始确认

和后续计量存在差别。商誉初始确认时是将购买成本和可辨

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做比较，在后续减值测试时是以可辨认

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含商誉）做比较。若经过测试

存在减值的，会有两种情形：

第一，经测试的减值损失大于上期合并商誉价值，则先抵

减上期合并商誉的价值，抵减后的差额（按账面价值比重）分

摊至资产组中的可辨认资产。

承上例，若 A企业对 B企业是控股合并，购买时编制合

并报表时的商誉是 2 400万元。合并后，将 B企业的所有资产

认定为一个资产组。2007年 12月 31日，A企业确定该资产

组的可收回金额为 11 000万元，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值是

12 000万元。包括商誉的账面价值为 14 400万元，与可收回

金额 11 000万元比较，发生了减值损失 3 400万元。首先冲

减商誉的价值 2 400万元，然后再将余额 1 000万元分摊到

资产组内的可辨认资产中去, 作为 B企业可辨认资产的减值

损失。

第二，经测试的减值损失小于上期合并商誉价值，则将全

部减值损失抵减商誉价值即可。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的减值

测试方法与上述一致，不同的是控股合并只要调整合并报表

的数据，而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还要对账户金额进行调整。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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