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合并范围的确定

知识点：纳入合并范围的特殊情况——对被投资方可分割部分的控制

在少数情况下，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方应当将被投资方

的一部分视为被投资方可分割的部分，进而判断是否控制该部分（可分割部分）：

1.该部分的资产是偿付该部分负债或该部分其他利益方的唯一来源，不能用于偿还该部分以外的被投资方的其

他负债；

2.除与该部分相关的各方外，其他方不享有与该部分资产相关的权利，也不享有与部分资产剩余现金流量相关

的权利。

知识点：合并范围的豁免——投资性主体

1.投资性主体的定义

当母公司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该母公司属于投资性主体：

（1）该公司以向投资方提供投资管理服务为目的，从一个或多个投资者获取资金。这是一个投资性主体与其他

主体的显著区别；（经营范围条件）

（2）该公司的唯一经营目的，是通过资本增值、投资收益或两者兼有而让投资者获得回报；（经营目的条件）

（3）该公司按照公允价值对几乎所有投资的业绩进行计量和评价。（公允价值条件）

【提示】投资性主体定义中的“公允价值计量”要求仅适用于该主体所持有的投资。相应地，投资性主体对其

所持有的固定资产等非投资资产或负债无需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2.豁免规定

基本

原则

母公司应当将其全部子公司（包括母公司所控制的被投资单位可分割部分、结构化主体）纳入合并范围

特殊

情况

如果母公司是投资性主体，则只应将那些为投资性主体的投资活动提供相关服务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

围，其他子公司不应予以合并，母公司对其他子公司的投资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提示】一个投资性主体的母公司如果其本身不是投资性主体，则应当将其控制的全部主体，包括投资性主体

以及通过投资性主体间接控制的主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因投资性主体转换引起的合并范围的变化

情况 合并范围 会计处理

母公司由非

投资性主体

转变为投资

性主体

将为其投资活动提供相关服务的子公司纳入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外，企

业自转变日起对其他子公司不应予以合并

（范围缩小）

会计处理参照部分处置子公司股权但不丧失控制

权的处理原则

情况 合并范围 会计处理



母公司由投

资性主体转

变为非投资

性主体

将原未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于转

变日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范围扩大）

将转变日视为购买日，原未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的子公司于转变日的公允价值视为购买的交易

对价，按照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

法进行会计处理

经典例题

【单选题】甲公司(非投资性主体)控制乙公司，乙公司是投资性主体。乙公司控制丙公司和丁公司，其中仅丙

公司为乙公司的投资活动提供相关服务。乙公司持有联营企业戊公司 30%股权。不考虑其他因素，下列表述中，

正确的是（ ）。

A.乙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对持有的戊公司股权采用权益法核算

B.乙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对持有的丙公司股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C.甲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对持有的乙公司股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D.乙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对持有的丁公司股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答案：D

解析：乙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对持有的戊公司股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选项 A错误；乙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对

持有的丙公司股权采用成本法核算，选项 B 错误；甲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对持有的乙公司股权采用成本法核

算，选项 C 错误。

【提示】除上述情况外，不允许有其他情况的豁免。

例如，甲公司在 2×20 年报告期内处置了唯一的子公司，并且于 2×20 年 12 月 31 日已经没有子公司，是否需

要编制 2×20 年合并财务报表?

本例中，甲公司在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应当将该子公司期初至处置日的收入、费用、利润纳入合并利润表，

将该子公司期初至处置日的现金流量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不应当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

的期初数。因此，甲公司应当按照规定，编制 2×20 年合并财务报表。

知识点：控制的持续评估

控制的评估是持续的，当环境或情况发生变化时，投资方需要评估控制的两个基本要素中的一个或多个是否发

生了变化。如果有任何事实或情况表明控制的两项基本要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发生了变化，投资方应重新评估对

被投资方是否具有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