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文/刘 兰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行为的实质 
   在会计上，以一个企业为主体，商品的交换过程一般描述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过程：资产
A—货币—资产B；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到少量的货币性资产（补价），中间的货币
媒介消失了，交换表达式变为资产A—资产B，表现为交易双方以非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相交
换。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实质就是以物易物，不以货币为媒介。 
   具有商业性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货币性资产交换都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只是换入资产
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因此，具有商业性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结果和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结果应
该相似。我们可以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视为企业按等价交换原则，先将非货币资产出售，再用出售
的收入买入其他非货币性资产的活动，也就是说，换入的另一项资产有一个虚拟的以货币为媒介的
购买过程。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参与交换的主体同时扮演了两种角色： “卖
者”和“买者”。因此，任何一笔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完成实际上是两种交易行为共同作用的结
果，这就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两笔交易观”所表述的观点。会计配比原则要求企业在进行会计
核算时，收入的确认与其成本费用应相互配比。因此，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我们可以先将其假
定为一种常规交易，交易中的收入为企业换入的资产和收到的补价，成本费用为企业换出资产的账
面价值、支付的补价及相关税费等。所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核算的主要问题是以什么价格作
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以及如何确认损益。 
   二、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 
   假设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满足以下条件：（1）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2）换入资产或换出
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的计量，则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可
见，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的确认主要就是换出资产（或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的确认。 
   （一）换出资产（或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 
   在正常交易中，一项交易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交换价值是否对等。交换价值是资产在交换中
体现出的市场价值（公允价值）。我国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没有规定公允价值是否包含价外税。
笔者认为，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双方一般是在考虑增值税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等价交换的，那么
交易价格应该包括确认的交换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增值税两个部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实际上是一种
以物易物的交换，本质是一种销售，只不过这一种销售所售出的是非货币性资产，所收到的还是非
货币性资产，所以交换双方在决定换出资产（换入资产）的价值时，应视同商品对外销售。商品对
外销售，公允价值应相当于销售商品的收款。从计价的可比性考虑，应交增值税应计入交易总额，
以保证双方计算结果和交易性质一致。 
   （二）相关税费的确认 
   我国会计学者葛家澍教授认为，将资产定义为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而这一经济利益是“可
以用取得它所耗费的成本或价格来计量的经济资源”。 所以，能作为换入资产入账价值一部分的
相关税费必须是为取得这项换入资产而发生的相关税费，与换出资产相关的税费则不应计入。 
   前面已经讨论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实质，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计算的结果应
与货币性交易计算的结果一致。所以我们可以参照货币性交易中资产入账价值的确认方法来对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进先确认。也就是说，在确认换入资产入账价值中的相关税费
时只要考虑企业扮演的“买者”的角色，相关税费应该只是购货因行为而发生的税费，包括运杂
费、入库前的整理挑选费用、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等附带成本以及有关的税金。举个例子，如果某
项营业税是为资产转让的税金，而不是购入资产的税金，它不应影响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而应直
接影响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的确认 
   准则规定，满足条件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不满足条件的，一律不确认损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企业的特殊交易行为，其损益的确认应综合考虑企业销货行为和购货行
为，任何一方的遗漏都将会造成会计反映的不完整。为正确核算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企业必须
正确区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的性质，合理划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的归属，分别归属于“主
营业务收支”、 “其他业务收支”、 “营业外收支”等科目核算。 
   企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的确认所涉及的税金包括价内税和价外税，价内税如换出无形资

 



产及不动产需交纳的营业税等，价外税也就是换出存货所应缴纳的增值税销项税。从换出资产类别
与税金的关系看，换出资产可分为两类，即需交纳价外税（增值税）的存货和交纳价内税（营业
税）的不动产或无形资产。这两类资产的盈利过程实现时所对应的流转税处理方法是不同的，当存
货对外销售时，其所对应的增值税销项税不构成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在计算存货利润时，也不从
销售收入中扣减。而营业税、消费税等价内税，在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等对外出售时，构成“营业
外支出”或“其他业务支出”，在计算损益时也必须扣减。由此可见，价内税和价外税对企业的损
益的影响是不同的，它们在会计处理过程中有着本质的不同（作者单位：江苏大学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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