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准则下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引入商誉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 

文/梁贻昌 

   2006年2月15日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一长期股权投资》是对原《企业会计准则投
资》的修订，新旧会计准则对投资的会计处理有较大变化。 
   一、商誉的定义 
   商誉应该是一个取决于整个企业的整体概念。运用系统论来定义商誉概念：商誉是企业内所
有的可单独辨认资产的一种协同效应。商誉是无形资产，它具有无形资产的一般特征，即不具有实
物形态，且要依托企业实体，并且该主体不允许他人随便占有且应严加控制；它是一种生产资料或
生产条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在使用中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当一个企业购入另
一个企业时，其购入成本超过被购企业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的部分，就是商誉的价值。 
   二、新准则关于长期股权投资中关于商誉的有关核算问题 
   新准则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取得时初始计量的要点是关于商誉的有关核算。按照新准则的规
定，在对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的子公司采用成本法核算时，投资方应将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
的被投资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誉；将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投
资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在复核无误后计入当期损益。长期以来，商誉这个名称在我国
更多的是出现于理论探讨之中，会计实务中并未普遍使用这一科目。比较类似的概念是合并价差，
它是在编制合并报表时才产生的、事实上包涵了外购商誉和资产重估增减值的一个合计项目。因
此，在企业合并中，使用“合并价差”反映企业合并的投资差额，既掩盖了被合并企业资产的重估
增减值，又未能真实地反映实际的超额投资，同时使用合并价差也不符合国际惯例。新会计准则体
系通过全面引入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使商誉会计真正成为我国企业的一项会计实务，同时也使得
我国的企业会计与国际惯例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三、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引入商誉新旧准则对比 
按新准则规定，在对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的子公司采用成本法核算时，按规定确定初始成本后，投资
方对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当确认为商
誉；投资方对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即商誉只存在于新成本法中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的情况。 
   四、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引入商誉后续确认与计量 
  （一）股权投资差额的后续计量 
   原准则规定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之间的投资差额按一定的期
限平均摊销，计入损益；初始投资成本低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之间的投资差额，计
入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通过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调整利润，避免利润的虚增或虚减。 
   （二）商誉的后续计量 
对商誉的后续计量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对商誉进行摊销。这种观点认为商誉实质是企业的一种“超额盈利能力”，而这种能力
随着竞争对手的能力提高，极易发生改变，使得“超额盈利能力”实质上是一个相对值，不像其他
资产负债表项目具有稳定的绝对值;另一方面对于外购商誉而言，企业为取得这种“超额获利能
力”会多发生一定的现金流出，等同于购买一项无形资产，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应在以后受益期
内将其取得成本进行分配。另一种观点是对商誉不摊销，而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减值准备。 
我国在新准则中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法。《新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二十三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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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的这种处理方法，较按年摊
销的方法有以下的优点： 
其一，按照摊销的方法，各年提供的摊销商誉的信息相同，对于报表使用者而言，其信息价值较
小。而采用减值测试的方法，能更好地反映商誉的减损，提供有关维持商誉价值的相关信息。并且
商誉的减值测试是可操作的。 
其二，商誉的摊销方法中，对摊销年限的估计往往是缺乏理论依据的，有些商誉的存在可能是无限
期的，因为这些商誉的价值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少。采用减值的方法使得商誉的价值只有在
减值时才被调整，除去了时间的影响，可以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 
   五、新准则下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引入商誉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进行说明，此处仍沿用例子中A企业月末的会计处理如下： 

 



原准则的会计处理：(假设股权投资差额按10年摊销) 
借：投资收益 —— 股权投资差额摊销 5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 B公司(股权投资差额) 500 
因为股权投资差额每月都要进行摊销，因此会影响各期损益。 
新准则下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引入商誉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在于对商誉要在期末按规定方法进行减
值测试，如果投资企业的投资成本于应享有被投资企业净资产可收回金额，将其减值计入当期损
益。如果资成本未小于应享有被投资企业净资产，则不作处理。由此可见，对商进行减值测试未必
会对损益产生影响。 
我国原会计准则允许对已经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而国际则对于商誉减值损失不允许转
回。从我国实际运行情况看，允许转回这一规定已经成为一些企业操纵损益的主要手段，不利于提
高会计信息量。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采用资产减值损失不许转回的规定这样将不会有
利用减值准备转回而改善财务状况的现象，使得报表信息更加客观真实(作者单位：恩平广播电
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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