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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上市公司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
余芳沁  薛祖云■

上市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或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交易对

方需对售出资产未来业绩的实现情况作出承诺。若承诺业绩未

实现，交易对方需按协议对实际收益与承诺收益的差异进行补

偿。对于上市公司收到的业绩补偿的性质及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相关法规和会计准则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界定和规定。实务中，

各上市公司的处理也各不相同，因而有必要对上市公司业绩补

偿的性质进行分析并对其会计处理进行探讨。

一、业绩补偿的方式

为防止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的利益输送，切实保护投资者

权益，证监会在2008年制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中明确规定：上市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以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应提供拟购买资产和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报告；

应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3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相

关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评估报告中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

由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交易对方应与上市公

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明确可行

的补偿协议。目前，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达成的业绩补偿安排

主要有现金补偿和股份回购补偿两种方式。

二、现金式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

（一）会计处理的合理选择

现行会计实务中，上市公司对收到的现金式业绩补偿一般

采取两种会计处理方法：一是作为权益性交易，记入“资本公

积—— 其他资本公积”,如苏宁环球、鑫茂科技、海润光伏等公

司就采取这种处理方法；二是作为损益性交易，记入“营业外收

入——  罚没利得”，如量子高科、阳普医疗等。

笔者认为，上市公司应综合考虑并购重组交易的状况、交

易双方的关系等因素，对收到的现金式业绩补偿的性质进行分

析，再进行合理的会计确认。如果收购的股权资产质量低下，而

价值明显高估，则可认定股权转让方存在违约甚至欺诈问题，

上市公司应将收到的业绩补偿定性为罚没利得，记入“营业外收

入—— 罚没利得”。如果收购的股权资产质量本身不存在问题，

只是由于股权价值评估依据的假设条件在重组后发生了重大不

利变化，或仅仅因为重组后整合失败导致资产承诺收益无法实

现，则股权转让方不应承担违约赔偿的责任，此时，上市公司收

到的业绩承诺实际上属于交易对方按照先前的承诺对上市公司

单方面的强制性捐赠，可记入“营业外收入—— 捐赠利得”。需要

指出的是，如果股权转让方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或其他关联方，

则上市公司收到的业绩承诺差异应记入“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

公积”。理由是，证监会于2009年发布的《关于印发<上市公司

执行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会计部函[2009]60号）第二条

规定，上市公司收到由其控股股东或其他原非流通股股东根据

股改承诺为补足当期利润而支付的现金，应作为权益性交易记

入所有者权益。上市公司因重组而收到股东或其他关联方支付

的业绩补偿款可比照此规定，计入“资本公积”，这样的处理无疑

有利于防止上市公司利用业绩补偿来操纵利润、粉饰报表。

根据业绩补偿的具体情况进行会计处理后，上市公司还应

在财务报表附注相应项目中对收到的现金补偿进行充分披露，

以便投资者及财务报表的其他使用者了解这一事实，持续关注

标的资产的质量和风险。

（二）现金式业绩补偿的案例—— 苏宁环球

摘 要： 上市公司进行并购重组时，为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一般要求交易对方对标的资产未来业绩的实现情况作出承诺，

并就业绩差异做出补偿安排。目前主要有现金补偿和股份回购补偿两种方式。本文举例说明上市公司应综合考虑并购重组交易

的状况、交易双方的关系等因素，合理认定补偿的性质，再对收到的补偿进行合理的会计确认。

关键词： 并购重组；业绩承诺；现金补偿；股份回购

讨论与争鸣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39179?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15 0344 

2007年8月，苏宁环球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桂平及其关联

人张康黎分别非公开发行10 500万股和8 714.41万股A股用于

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南京浦东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浦东开

发）84%的股权，每股发行价格为26.45元 。同年12月，张桂平

和张康黎向公司出具了浦东开发盈利预测报告的相关承诺：在

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后的三年内，当浦东开发的实际盈利

数低于盈利预测数时，对苏宁环球予以现金补偿。依照当时的

盈利预测，预计注入公司的浦东开发2008—2010年分别实现

净利润为5.05亿元、5.64亿元和6.77亿元。然而，由于国际金融

形势发生巨变等因素的影响，最终浦东开发在2008年只实现了

2.10亿元的净利润。2009年6月，公司发布了关于2008年度盈利

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暨实际控制人张桂平及张康黎对上市

公司的补偿公告，张桂平及张康黎应对上市公司给予现金补偿

2.49亿元。

鉴于盈利预测没有实现是因为外部经营环境发生巨变而非

当初购入的资产本身存在质量、估值虚高问题，张桂平及张康

黎向上市公司支付的现金补偿可认定为一种捐赠。而由于张桂

平及张康黎又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关联方，故苏宁环球将收

到的补偿款项作为“权益性交易”，记入“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

公积”。

三、股票回购式业绩补偿的会计处理

（一）会计处理的基本原则

股份回购本是指上市公司从股票市场上购回本公司发行在

外一定数额股票的财务行为，主要动因有进行市值管理、缩减

资本规模或对特定对象实施股权激励等。按照证监会的规定，

上市公司在进行定向增发收购股权资产的重组时，应要求对方

对标的资产实现的净利润较预测净利润少的部分作出补偿承

诺，签订利润补偿协议。一旦承诺的业绩没有实现，交易对方可

选择以股份回购的方式进行业绩补偿，即以象征性的1元价格

回购相应的上市公司股份而后依法注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

上市公司选择股份回购式的补偿方案。上市公司在回购上述股

份时，应借记“库存股”，贷记“银行存款”；当注销回购的股份时，

应借记“股本”，贷记“库存股”和“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如

果原股份转让方采用赠送股份给其他流通股股东的方式进行

业绩补偿，由于只是股东持股数量的结构性调整，不影响上市

公司的股本总额，故无需进行任何会计处理。

（二）股票回购式业绩补偿的案例—— 大连重工

2011年6月，大连重工以25.29元 /股的价格向公司控股

股东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公司发行2.15亿股股份，购买其拥有的

装备制造业经营性资产。辽宁众华资产评估公司采用收益现值

法评估的标的资产价值为544 223.96万元。公司按证监会《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与大连重工起重

集团签订了《利润补偿框架协议》和《利润补偿框架协议的补充

协议》：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承诺，2011－2013年度，标的资产

拟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应达到77 046万元、84 014万元和88 072万元。然而，根据利

安达会计师事务所、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和瑞华会计师事

务所先后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标的资产在2011－2013年度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为80 265.39万元、44 361.57万元和38 112.97万元，三个年度累

计实现的净利润为162 739.93万元，较累计预测净利润数要少       

86 392.07万元。经初步测算，大连重工起重集团2011－2013年

累计须补偿股份数量为167 901 933股。为此，公司按重组协议

约定向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发出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盈利承诺相关事宜的函》。2014年5月14日，大连重工收到了大

连重工起重集团回函，对其应补偿股份数量予以确认，表示将

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执行，并积极协助公司办理后续相关事宜。

当承诺利润没有实现时，上市公司按与股权转让方原先签

订的补偿协议，以低价甚至于总价1元的象征性价格回购其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而后加以冲销，或要求股权转让方将股权无

偿赠送予流通股股东，这实质上是对原股权转让方注入不良资

产的严厉惩罚。因而，在企业通过定向增发收购股权资产的重

组过程中，作出股份回购式的业绩补偿安排可以加大对上市公

司和交易对方的约束，提高注入资产的质量和盈利能力，更有

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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