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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前期比较数据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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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控股合并，应当在合并报表层面追溯

重述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及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前期比较数据。本文主要对合并所有者权益

科目的前期比较数据的追溯调整问题进行分析、探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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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分析

（一）通过收购存量股权实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前期

比较数据追溯调整

背景：

A公司为上市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甲。甲和乙共同出

资设立B公司，甲持有B公司72%的股权。2019年12月31日

A公司通过收购存量股权方式，取得甲持有B公司 72%的股

权，股权价款 2300万元。A公司在 2019年 12月 31日编制合

并报表时，将 B 公司作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纳入合并

范围。

B公司所有者权益信息：

项目

实收资本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19年12月31日

43，200，000.00
-11，064，951.29
32，135，048.71

2018年12月31日

43，200，000.00
-10，378，978.03
32，821，021.97

解析：

A 公司具体的合并报表调整编制过程如下所示：

1.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报表

（1）模拟A公司2018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对B公司权益

抵销分录：

借：实收资本 43，200，000.00
年初未分配利润 -10，378，978.03

贷：资本公积 23，631，135.82
少数股东权益 9，189，886.15

（2）恢复合并前B公司实现的留存收益中归属于合并方A
公司的部分：

借：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7，472，864.18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7，472，864.18（-10，378，

978.03*72%）

注：①恢复合并前B公司实现的留存收益时，应冲减A公

司的资本公积-资本溢价，冲减时应以A公司资本公积-资本

溢价为限；本案例中，由于B公司合并前留存收益为负数，恢

复留存收益时形成资本公积-资本溢价贷方余额。②恢复合

并前B公司实现的留存收益时，应当反映母子公司视同一直

作为一个整体运行至合并日应实现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的情况；本案例中，B公司由实际控制人甲出资设立，自公司

成立之初，与A公司即视同一直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因此在追

溯调整前期比较报表恢复B公司实现的留存收益时，按照合

并日 A 公司对 B 公司的持股比例在B公司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账面累计留存收益应享有的份额（未分配利润-10，378，
978.03*72%）予以恢复留存收益。[2]

2.本期合并报表

（1）期初合并报表滚调：

借：实收资本 43，200，000.00
年初未分配利润 -10，378，978.03

贷：长期股权投资 23，631，135.82
少数股东权益 9，189，886.15

（2）对期末实际投资进行调整：

借：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493，900.75
贷：长期股权投资 -493，900.75

注：A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1日取得B公司 72%股权，根

据合并日时点享有的B公司净资产份额的账面价值计入账面

长期股权投资共23，137，235.07元，与期初合并报表滚调长期

股权投资23，631，135.82元之间的差额调整A公司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

（3）恢复合并前 B 公司实现的留存收益中归属于合并方

A 公司的部分：

借：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7，472，864.18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7，472，864.18（-10，378，

978.03*72%）

（4）确认合并当期的少数股东损益：

借：少数股东损益 -192，072.51
贷：少数股东权益 -192，072.51

注：-192，072.51 元=（B 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11，064，
951.29-B 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10，378，978.03）×少数权益比

例72%。

（二）通过增资方式实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前期比较

数据追溯调整

背景：

A公司为上市公司，其实际控制人为甲。2020年 3月 31
日A公司对其实际控制人甲的全资公司B公司增资3.2亿元，

取得B公司79.80%的股权，B公司由实际控制人甲出资设立。

A公司在 2020年 3月 31日编制合并报表时，将B公司作为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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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公司所有者权益信息：

项目

实收资本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20年3月31日

420，000，000.00
-61，525，699.34
358，474，300.66

2019年12月31日

100，000，000.00
-64，619，936.50
35，380，063.50

根据B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评估报告，评估基准

日B公司的评估值为0.81亿元；A公司向B公司增资3.2亿元，

增资完成后，按评估值测算，A 在 B 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79.80%。

解析：

A 公司具体的合并报表调整编制过程如下所示：

1.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报表

（1）模拟实际控制人甲 2019年 12月 31日即对B公司增

资，B公司做如下会计处理：

借：货币资金 320，000，000.00
贷：实收资本 320，000，000.00

（2）模拟A公司自实际控制人甲处购入股权，A公司应做

如下会计处理：

借：长期股权投资 320，000，000.00
贷：货币资金 320，000，000.00

（3）模拟A公司2019年12月31日合并报表对B公司权益

抵销分录：

借：实收资本 420，000，000.00
年初未分配利润 -64，619，936.50

贷：长期股权投资 320，000，000.00
少数股东权益 35，380，063.50

（4）恢复合并前B公司实现的留存收益中归属于合并方A
公司的部分：

借：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51，566，709.33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51，566，709.33（-64，619，

936.50*79.80%）

注：①年初模拟增资后 A 公司对 B 公司的持股比例=增
资额 3.2 亿元/（年初 B 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0.81 亿元+增资额

3.2 亿元）=79.80%。

②本案例中，B公司由实际控制人甲出资设立，自公司成

立之初，与A公司即视同一直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因此在追溯

调整前期比较报表恢复B公司实现的留存收益时，按照模拟

增资后 A 公司对 B 公司的持股比例在B公司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账面累计留存收益应享有的份额（未分配利润-64，
619，936.50*79.80%）予以恢复留存收益。

2.本期合并报表

（1）期初合并报表滚调：

借：实收资本 420，000，000.00
年初未分配利润 -64，619，936.50

贷：长期股权投资 320，000，000.00
少数股东权益 35，380，063.50

（2）对期末实际投资进行调整：

借：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33，937，508.07
贷：长期股权投资 -33，937，508.07

注：A公司于 2020年 3月 31日进行投资，实际出资 3.2亿

元，根据出资时点享有的B公司净资产份额的账面价值计入

账面长期股权投资共286，062，491.93元，与实际出资3.2亿元

之间的差额调整A公司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3）恢复合并前 B 公司实现的留存收益中归属于合并方

A 公司的部分：

借：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51，566，709.33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51，566，709.33（-64，619，

936.50*79.80%）

（4）确认合并当期的少数股东损益：

借：少数股东损益 625，035.91
贷：少数股东权益 625，035.91

注：625，035.91 元=（B 公司期末未分配利润-61，525，
699.34-B 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64，619，936.50）×少数权益比

例 79.80%。

（5）调整少数股东权益：

借：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36，406，709.32
贷：少数股东权益 36，406，709.32
注：36，406，709.32元=（B公司期末少数股东享有的净资

产份额358，474，300.66*20.20%-期初已确认的少数股东权益

35，380，063.50-本期确认的少数股东权益625，035.91）。
二、结语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涉及的会计处理问题应关注以下几

个方面：

（1）关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是通过收购存量股权还是

增资方式实现，两种方式下合并财务报表中权益科目的前期

比较数据的追溯调整会计处理是不同的。

（2）合并方编制财务报表时，在被合并方是最终控制方以

前年度从第三方收购来的情况下，应视同合并后形成的报告

主体自最终控制方开始实施控制时起，一直是一体化存续下

来的，应以被合并方的资产、负债（包括最终控制方收购被合

并方而形成的商誉）在最终控制方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为

基础，进行相关会计处理。合并方的财务报表比较数据追溯

调整的期间应不早于双方处于最终控制方的控制之下孰晚的

时间。[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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