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合并，是指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独的企业合并形

成一个报告主体的交易或事项。其有多种分类方式，按照法律

形式可以分为吸收合并、新设合并与控股合并；按照合并时点

可以分为期初（期末）合并与期中合并；按照参与合并的企业

是否受同一方控制可以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与非同一

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等。期中控股合并是指合并方在会计中期

取得被合并方控制权的合并行为。本文拟就非同一控制下期

中控股合并的账务处理及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作一探讨。

一、非同一控制下期中控股合并的账务处理

非同一控制下期中控股合并涉及的会计问题主要有：购

买日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确定、购买日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与购买日后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

1. 购买日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确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我国的会计处理方法基本采用了购买法。在购买法下，

不论是期中合并还是期初合并，其购买成本的确定是一致的。

购买方应当按照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发行的权益

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以及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

费用之和确定合并成本，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2. 购买日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非同一控制下期中控股

合并的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总体来讲与非同一控制下期初

控股合并的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大致相同。其特殊之处主要

在于需要对被合并方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和合并前发放的现

金股利进行调整。若合并方在期中完成合并，并采用购买法处

理合并业务和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由于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当

期实现的净利润，即合并前净利润，已包含在合并方的购买价

格之内，因此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对被合并方的合并前

的净利润加以调整。

在实务中，被合并方合并前净利润的调整有两种方法：第

一种方法是将被合并方合并前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有关

费用从合并营业收入、合并营业成本及有关费用中抵销，即只

将合并后的被合并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有关费用纳入合并

利润表中。第二种方法是将被合并方全年的营业收入、营业成

本及有关费用全部纳入合并利润表中，但同时将被合并方合

并前的净利润作为减项从合并净利润中扣除。与此类似，合并

前被合并方当期支付的现金股利也需作相应调整。被合并方

在合并之前发放的现金股利，导致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减少，

虽然合并方并未取得，但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同样应加以调整。

3. 购买日后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购买日后第一年合并

财务报表的编制与购买日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大致相同，仍

然要调整合并前被合并方的净利润与发放的现金股利，合并

方投资于被合并方的投资收益以及获得的股利仅指合并后的

部分。购买日后第二年及以后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不再

受期中合并的影响，与期初合并下第二年及以后年度合并财

务报表的编制相同。

二、举例

例：A公司 20伊7年 5月 1日，以 641 250元取得了 B公

司 90%的股权，B公司 20伊7年净利润、股利发放、股东权益等

资料如表 1所示，假定当期 B公司未提取盈余公积并且没有

出现资产增值。

A公司相关账务处理如下：

1. 记录投资成本。20伊7 年 5 月 1 日 B 公司股东权益

712 500元，A公司支付的购买成本 641 250元与其取得的净

资产账面价值（712 500伊90%）相等。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

司 641 250元；贷：银行存款 641 250元。

2. 购买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的抵销分录与调整分录。

（1）按第一种方法调整被合并方合并前的净利润。调整少

数股东合并前所分得的现金股利，借：少数股东权益 3 000元；

贷：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 3 000 元。抵销长期股权投

资、被合并方期初股东权益，以及被合并方合并前的收入、成

本、现金股利与少数股东损益，借：营业收入 75 000元，股本

600 000元，盈余公积———年初 60 000元，未分配利润———年

初 45 000元；贷：营业成本 37 500元，利润分配———应付现金

股利 27 000元，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641 250元，少数股

东权益 70 500元，少数股东损益 3 750元。调整少数股东损

益，合并前少数股东损益=37 500伊10%=3 750（元）。借：少数

股东损益 3 750元；贷：少数股东权益 3 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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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B公司 20伊7年有关资料 单位院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净利润

现金股利

股本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股东权益合计

1月1日至5月1日

75 000

37 500

37 500

30 000

1月1日

600 000

60 000

45 000

705 000

5月1日至12月31日

225 000

112 500

112 500

45 000

5月1日

600 000

60 000

52 500

712 500

1月1日至12月31日

300 000

150 000

150 000

75 000

12月31日

600 000

60 000

120 000

780 000

项 目



（2）按第二种方法调整被合并方合并前的净利润。调整少

数股东合并前的现金股利，借：少数股东权益 3 000元；贷：利

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 3 000元。抵销长期股权投资、被合

并方期初股东权益、被合并方合并前净利润与现金股利，借：

合并前净利润 33 750 元，股本 600 000 元，盈余公积———

年初 60 000元，未分配利润———年初 45 000元；贷：利润分

配———应付现金股利 27 000 元，长期股权投资———B 公司

641 250元，少数股东权益 70 500元。调整少数股东损益，合

并前少数股东损益=37 500伊10%=3 750（元）。借：少数股东损

益 3 750元；贷：少数股东权益 3 750元。

经过上述调整后，购买日被合并方收入、费用及利润对合

并利润表的影响如下：

3. 购买日后记录的现金股利及确认投资收益。购买日

后，由于 A公司对 B公司形成了控制，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

本法核算，B公司发放现金股利 45 000元，A公司取得其中的

90%，即 40 500元，并确认为投资收益。借：银行存款 40 500

元；贷：投资收益 40 500元。

4. 购买日后第一年年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的抵销分

录与调整分录。

（1）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时，按照权益法核算，当期 A

公司应确认投资收益 101 250元，调整长期股权投资与投资

收益。借：长期股权投资———B 公司 60 750元；贷：投资收益

60 750元。

（2）按第一种方法调整被合并方合并前的净利润。抵销投

资收益、长期股权投资与合并后的现金股利，借：投资收益

101 250元，少数股东权益 4 500元；贷：长期股权投资———B

公司 60 750元，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 45 000元。抵销

少数股东合并前现金股利，借：少数股东权益 3 000元；贷：利

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 3 000元。抵销长期股权投资、被合

并方期初股东权益，以及被合并方合并前收入、成本、现金股

利和少数股东损益，借：营业收入 75 000元，股本 600 000元，

盈余公积———年初 60 000元，未分配利润———年初 45 000元；

贷：营业成本 37 500元，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 27 000

元，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641 250元，少数股东权益 70 500

元，少数股东损益 3 750元。调整少数股东损益，少数股东损

益=150 000伊10%=15 000（元）。借：少数股东损益 15 000元；

贷：少数股东权益 15 000元。

（3）被合并方合并前净利润按第二种方法调整。抵销投资

收益、长期股权投资与合并后现金股利，借：投资收益 101 250

元，少数股东权益 4 500 元；贷：长期股权投资———B 公司

60 750元，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 45 000元。抵销少数

股东合并前现金股利，借：少数股东权益 3 000元；贷：利润分

配———应付现金股利 3 000元。抵销长期股权投资、被合并方

期初股东权益、被合并方合并前净利润与现金股利，借：合

并前净利润 33 750元，股本 600 000元，盈余公积———年初

60 000元，未分配利润———年初 45 000元；贷：利润分配———

应付现金股利 27 000元，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 641 250

元，少数股东权益 70 500元。调整少数股东损益，少数股东损

益=150 000伊10%=15 000（元）。借：少数股东损益 15 000元；

贷：少数股东权益 15 000元。

经过上述调整后，被合并方收入、费用及利润对合并利润

表的影响如下：

三、小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非同一控制下期中控股合并会计

处理的关键在于被合并方合并前的净利润如何抵销以及如何

在合并利润表中披露。我国会计准则规定，在编制合并利润表

时，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在编制合并利润

表时，应当将该子公司购买日至报告期末的收入、费用、利润

纳入合并利润表，即采用上述第一种调整方法。

上述两种调整方法都遵循了购买法的基本要求，对归属

于合并方所有者的净利润的最终影响都是相同的。但是，两种

调整方法形成的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不同。第一种方法虽然符

合会计准则的要求，却存在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少数股东损

益列示不完整。在本例中，购买日按照第一种方法披露的少

数股东损益为 0，而在购买日，少数股东损益实际应为3 750

元；购买日后第一年年末，少数股东损益全年应为 15 000元，

而按照此法则只有后 8个月的 11 250元。其次，合并当年只

将被合并方合并后与合并方全年的营业收入、成本及利润列入

了合并利润表，使得前后各年的财务报表数据缺乏可比性与一

致性，不便于预测合并主体在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成本及利

润。相比之下，第二种方法将合并方与被合并方全年的营业收

入、成本及利润列入合并利润表，并将被合并方合并前净利润

单独作为减项从合并净利润中扣除，调整少数股东损益的金

额也与实际相符，使得财务报表的相关性与可比性得到了保

证，便于投资者对合并主体进行投资分析。因此，建议非同一

控制下的期中控股合并财务报表按第二种方法调整被合并方

合并前的净利润，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与有用性。茵

营业收入

减院营业成本

少数股东损益

对归属于合并方所有者
的净利润的影响

0

0

0

0

营业收入

减院营业成本

少数股东损益

合并前净利润

对归属于合并方所有者
的净利润的影响

75 000

37 500

3 750

33 750

0

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表 2 单位院元

营业收入
渊20伊7年度后8个月冤

减院营业成本
渊20伊7年度后8个月冤

少数股东损益
渊20伊7年度后8个月冤

对归属于合并方所有者
的净利润的影响

300 000

第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营业收入
渊20伊7年度冤

减院营业成本
渊20伊7年度冤

合并前净利润
渊37 500伊90%冤

少数股东损益
渊20伊7年度冤

对归属于合并方所有
者的净利润的影响

150 000

33 750

15 000

101 250

225 000

112 500

11 250

101 250

表 3 单位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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