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新旧准则之比较 

文/黄永红 

   我国财政部于1999年6月28日正式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 准则，并于
2000年1月1日起在我国所有企业执行。2001 年1月18日财政部在准则执行了一年的基础上，对原非
货币性交易会计准则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准则（以下简称
旧准则）于2001 年1月1日起在全国所有企业执行。2001年修订后的非货币性交易准则实施以来，
对防止企业利用非货币性交易操纵会计利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其中某些
内容与国际会计准则不协调，不利于会计的国际协调工作。为了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财政部于
2006年2月对该准则再次进行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以下简称新准则），要求自2007年1月1日起在所有上市公司执行。本文就我国修订前后的非货币
性交易准则在计量模式和损益的确认方面作了比较分析，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完善我国会计准则和会
计制度的建设。 
   一、新旧准则的比较 
   新准则与旧准则相比，无论是在定义上还是在判断非货币性交易事项的标准上都是相一致
的。所不同的是，新准则引入公允价值作为换入资产入账价值计价基础，且对非货币性交易损益的
确认方式不同。 
   1．计量模式的改变 
   旧准则在非货币性交易会计处理的计量标准中，明确规定非货币性交易以账面价值作为计量
标准，公允价值不再作为计量标准，它仅在收到补价方确定其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和交易收益时才
被加以考虑。旧准则淡化了公允价值的计价基础作用，对非货币性交易的会计处理具有很好的规范
作用，避免了企业发生过度调账的行为。但是旧准则拉大了与国际惯例的差距，给会计的国际协调
工作带来不便。 
   新准则将“非货币性交易”名称改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并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再次引
入了公允价值计量，但是增加了限定条件，以防止企业利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蓄意虚增利润。新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提出了两个计量模式，一个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可以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另一个是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则采用账面价
值进行计量。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的确认方式的改变 
   旧准则《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取消了公允价值计量，要求一律以换出资产的账面
价值计价，企业只有在收到非货币性资产交易的补价时，才能确认收益。同时这种收益也仅以收到
的补价为限，至于未产生补价的非货币性交易则均不计算损益。因此，旧准则的施行，避免部分企
业利用换入资产公允价值确定的会计弹性来操纵利润，但是又出现与国际会计准则不协调的问题。 
   新准则中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的确认与所采用的计量模式直接相关。随着计量模式
的变化，损益的确认也发生了变化。在以换出资产账面价值来进行计量的情况下，不管是否发生补
价，都不确认损益；以公允价值来进行计量的情况下，不管是否发生补价，都应确认损益。这是因
为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必然存在差价，这个损益实际上就是重估损益。 
   企业在按照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成本的情况下，不涉及补价的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以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发生补价的，应当分别下列
情况处理：第一、支付补价的，换入资产成本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加支付的补价、应支付的相关税
费之和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第二、收到补价的，换入资产成本加收到的补价之和与换出资
产账面价值加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二、新准则在运用中尚需完善的问题 
   新准则在公允价值的使用上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对公允价值的引入采取了适度、谨慎的态
度。新准则仅在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特定资产或者交易采用公允价值计价。但在
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新准则仍然坚持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虽然国际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运用已有较成熟的规范，但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具有一定的理想
性，导致其与现实的矛盾，使得公允价值在新准则中的运用，还可能面临以下问题：    
   1．会计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我国的会计人员素质不够高，会计电算化水平以及相关的信息处理能力较低。就资产评估业
而言，只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注册资产评估师业务素质较差，资产评估机构管理不完善，资产评

 



估结果的公允性难以保证。因而，交易的双方很难找到可以参考的参照价值，这些客观条件限制了
公允价值在我国大范围的推广与应用。 
   2．公允价值使用的市场环境有待完善 
   从市场本身的发展看，我国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经济尚处于发育阶段，企业间的交易行
为不十分规范，市场竞争不充分。我国市场不完善，也不活跃，缺乏公平价格的形成环境，对于大
多数资产和负债而言，很难找到可以观察的市场价格。 
   综上所述，公允价值具有历史成本计量无法比拟的优点。公允价值计量符合会计的配比原则
要求，能更真实地反映企业的收益，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从而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采用公
允价值计量能更真实地反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实质，同时公允价值的运用还是会计准则国际协调
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应加强对资本市场中介机构的指导监督，为公允价值的运用创造良好的环
境，力求做到使公允价值这一抽象的概念在理论上更加完善，在实务上切实可行（作者单位：重
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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