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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标题：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 

文    号：财会[2010]15号 

发文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发文日期：2010年 7月 14日 

实施日期：除特别注明应予追溯调整的以外，其他问题自 2010年 1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的通知 

 

财会[2010]15 号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财务局，有关中央管理企业： 

 

为了深入贯彻实施企业会计准则，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实现会计准则持续趋同和

等效，我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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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 号 

 

一、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合并方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

他相关管理费用，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发生的上述

费用，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

介费用以及其他相关管理费用，应当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购买方作为合并对价发行的权益性

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应当计入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初始确认金额。 

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在购买日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和负债，应当如

何进行分类或指定？ 

答：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在购买日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和负债，应当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结合购买日存在的合同条款、经营政策、并购政策等相关因素进行分类

或指定，主要包括被购买方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套期关系的指定、嵌入衍生工具的分

拆等。但是，合并中如涉及租赁合同和保险合同且在购买日对合同条款作出修订的，购买方应当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结合修订的条款和其他因素对合同进行分类。 

三、企业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

的股权，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企业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应当区分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

务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一）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应当以购买日之前所持被购买方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购买日

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该项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他

综合收益的，应当在处置该项投资时将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例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的部分，下同）转入当期投资收益。 

（二）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应当按照该股权在购买

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日之前持有

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他综合收益的，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投资

收益。购买方应当在附注中披露其在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按

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相关利得或损失的金额。 

四、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权的，对于处置后的剩余

股权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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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控制权的，应当区分个别财务

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一）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对于处置的股权，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

投资》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同时，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其账面价值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或其

他相关金融资产。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原有子公司实施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按有关成本

法转为权益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二）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剩余股权，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

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

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与原有子

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企业应当在附注中

披露处置后的剩余股权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相关利得或损

失的金额。 

五、在企业合并中，购买方对于因企业合并而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

理？ 

答：在企业合并中，购买方取得被购买方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购买日不符合递延所得税

资产确认条件的，不应予以确认。购买日后 12个月内，如取得新的或进一步的信息表明购买日的

相关情况已经存在，预期被购买方在购买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实现的，应当

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时减少商誉，商誉不足冲减的，差额部分确认为当期损益；除上

述情况以外，确认与企业合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本解释发布前递延所得税资产未按照上述规定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不切实

可行的除外。 

六、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

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余额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

有者权益中所享有的份额的，其余额仍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本解释发布前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未按照上述规定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不

切实可行的除外。 

七、企业集团内涉及不同企业的股份支付交易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企业集团（由母公司和其全部子公司构成）内发生的股份支付交易，应当按照以下规定

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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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算企业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处理；除此之外，应当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结算企业是接受服务企业的投资者的，应当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或应承担负债的

公允价值确认为对接受服务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同时确认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或负债。 

（二）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或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其本身权益工具的，应当将该股份

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接受服务企业具有结算义务且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企业

集团内其他企业权益工具的，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本解释发布前股份支付交易未按上述规定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

的除外。 

八、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执行何种会计标准？ 

答：融资性担保公司应当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有关保

险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编制财务报表并对外披露相关信息，不再执行

《担保企业会计核算办法》（财会[2005]17号）。 

融资性担保公司发生的担保业务，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5 号——原保险合同》、《企

业会计准则第 26 号——再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 号）等

有关保险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本解释发布前融资性担保公司发生的担保业务未按照上述规定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

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九、企业发生的融资融券业务，应当执行何种会计标准？ 

答：融资融券业务，是指证券公司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买入证券或者出借证券供其卖出，并

由客户交存相应担保物的经营活动。企业发生的融资融券业务，分为融资业务和融券业务两类。 

关于融资业务，证券公司及其客户均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证券公司融出的资金，应当确认应收债权，并确认相应利息收入；

客户融入的资金，应当确认应付债务，并确认相应利息费用。 

关于融券业务，证券公司融出的证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有关

规定，不应终止确认该证券，但应确认相应利息收入；客户融入的证券，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并确认相应利息费用。 

证券公司对客户融资融券并代客户买卖证券时，应当作为证券经纪业务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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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及其客户发生的融资融券业务，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有关规定披露相关会计信息。 

本解释发布前融资融券业务未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不切

实可行的除外。 

十、企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财会[2008]11 号）的规定，对认股权和债券分

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中的认股权，单独确认了一项权益工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认股权持有人没有行权的，原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的部分，应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答：企业发行的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股权持有人到期没有行权的，

应当在到期时将原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的部分转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本解释发布前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处理的，应当进

行追溯调整，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除外。。 

十一、本解释中除特别注明应予追溯调整的以外，其他问题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