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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监管企业估值报告审核指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监管企业估值项目管理工作，提高估值报

告审核效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央企

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令第 27 号）、《上市

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 中国证监

会令第 36 号）、《关于优化中央企业资产评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

知》（国资发产权规〔2024〕8 号）及本通知等规定，制定本指

引。

第二条 监管企业及其子企业发生本通知规定可以进行估

值的经济行为时，对估值报告进行审核，适用本指引。

第三条 审核估值报告时，应重点关注估值报告基本要素

是否完整、准确，估值方法应用说明是否详细、合理等。

第二章 估值报告审核要点

第四条 审核估值报告，应当关注估值报告是否包含标题、

目录、正文及附件等。估值报告内容是否完整，文字描述是否

准确、清晰，是否能够从估值角度为委托方提供价值参考和相

关风险提示。

第五条 审核估值报告标题，应当关注是否采用“委托方

名称+经济行为描述+估值对象+估值报告”的形式。

第六条 审核估值报告目录，应当关注是否列明正文、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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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内容及页码，是否有助于快速清晰地查看相关内容。

第七条 审核估值报告正文，应当关注是否包括估值目的、

估值委托方和被估值对象概况、估值基准日、估值假设和限制

条件、价值类型、估值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估值方法、估值

结论、特别事项说明、签字盖章等。

第八条 审核估值目的，应当关注是否清晰、明确说明本

次估值服务的经济行为，以及经济行为的决策或批准情况。

第九条 审核估值委托方概况，应当关注是否说明企业基

本情况。审核被估值对象概况，被估值对象为企业股权的，应

当关注是否介绍企业历史沿革、股权结构、近三年财务及经营

状况等，企业存在重大关联交易的，应当关注是否参考或引用

其他尽职调查情况披露关联方、关联业务、交易方式等内容；

被估值对象为单项资产或资产组的，应当关注是否介绍资产的

基本情况、权属状况、经济状况、质量状况等。

第十条 审核估值基准日，应当关注是否接近经济行为或

特定事项的实施日期。被估值企业在估值基准日后如遇到可能

对估值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是否合理调整估值基准日或

在估值结论以及交易条件中予以考虑。

第十一条 审核估值假设和限制条件，应当关注是否结合

宏观经济情况、行业发展现状及前景、企业发展现状及前景、

资产的应用场景等进行假设。估值假设和限制条件是否存在背

离事实，或其他颠覆性影响估值结论的内容。针对未决事项的

假设，是否说明其可能影响估值结论的情况。

第十二条 审核价值类型，应当关注是否列明所选择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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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类型及定义，尤其选择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类型，应当关注

其选取理由是否合理。

第十三条 审核估值程序，应当关注是否介绍估值机构履

行估值程序的方式、内容等。是否对影响估值结论较大的事项

或资料进行调查、分析。是否存在未履行与委托方商定的估值

程序，未能履行的程序是否对估值结论存在影响等。

第十四条 审核估值方法，应当关注是否采用两种及以上

估值方法进行估值，是否说明选取估值方法的合理性。只能采

用一种估值方法估值的，是否说明其他估值方法不适用的原因

或者所受限制。

第十五条 审核估值结论，对采用两种及以上估值方法进

行估值的，应当关注是否说明不同估值方法结果的差异及原因，

以及最终确定估值结论的理由。

第十六条 审核特别事项说明，应当关注是否结合或引用

其他尽职调查情况，充分披露可能对估值结论影响重大的事项

形成的原因、性质、对估值结论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在估值过

程中如何予以考虑。对不适宜在估值报告中披露且可能对估值

结果影响重大的事项，企业是否形成专项处理意见。

第十七条 审核盖章或签字时，应当关注估值报告的盖章

或签字是否符合被估值对象所在国家、区域的法律法规或行业

规定。

第十八条 审核估值报告的附件时，应当关注是否包括与

估值目的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批准文件、被估值对象核心资产的

权属证明文件（如有）、财务资料、估值业务委托合同中与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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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相关的内容页、被估值企业和估值机构营业执照（如有）、

估值机构和估值人员独立性声明、其他对估值报告或估值结论

有重要支撑作用的相关材料。

第三章 估值方法审核要点

第十九条 审核收益法及其衍生方法时，应当关注是否满

足未来收益可以合理预测，主要风险可以考量，重要参数可以

计量，收益期限能够确定等条件。

第二十条 审核收益法模型，应当关注是否结合企业资本

结构、经营模式、发展阶段、收益情况等因素进行选择；是否

形成被估值对象的收入、成本及费用、折旧摊销、营运资金、

折现率等完整的预测表，是否在条件允许时，形成资本性支出、

非经营性资产及负债的预测表；是否充分结合宏观经济情况、

行业情况、企业历史年度及估值基准日经营情况以及未来发展

规划等因素，充分说明主要参数预测和计算依据。

第二十一条 审核市场法及其衍生方法，应当关注可比公

司或可比交易案例是否能够获得，与被估值对象是否具有可比

性，对价值影响因素存在的主要差异是否可以修正。

第二十二条 审核市场法选取的价值比率或分析模型，应

当关注是否符合被估值对象的行业特点、盈利模式等；是否对

可比对象和被估值对象所处行业、行业地位、企业规模、盈利

模式、主要财务数据等进行分析比对，是否对存在的差异进行

修正，并说明修正依据。采用可比交易案例估值时，还需关注

是否对可比交易案例和被估值对象的交易时间、交易条件、交

易股比等进行分析比对，是否对存在的差异进行修正，并说明



- 5 -

修正依据。

第二十三条 审核资产基础法及其衍生方法，应当关注被

估值对象资产负债表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是否可识别，各项

资产、负债的价值是否可判断、可估算。

第二十四条 审核资产基础法相关参数，应当关注是否说

明各项资产、负债重置成本的构成要素，是否结合被估值对象

的实际情况以及影响其价值变化的条件，充分考虑可能影响资

产贬值的因素，是否合理确定各项贬值。主要资产、负债是否

选取典型案例，是否描述估值过程、方法、参数选取及结论等。

第二十五条 审核其他估值方法时，应当关注估值方法是

否与被估值对象匹配，关键参数和估值依据是否合理。



- 6 -

天津市国资委办公室 2024 年 8 月 2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