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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例题考点提示] 具有商业实质的会计处理：换入资产的入

帐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 支付的相关税费（不包括营业税

、消费税、资源税等价内税）-可抵扣的进项税 支付的补价

（-收到的补价），并确认相关损益 [经典例题] 正保公司以一

台设备和一批存货换入乙公司的一辆汽车，该设备的帐面原

值为80万，累计折旧为40万，计提减值20万，公允价值为40

万，换出该设备发生运费5万；正保公司换出存货账面原

值100万，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0万，公允价值和计税价格一致

为100万，增值税率为17％，消费税率10％，换出存货发生运

费5万；乙公司汽车的公允价值为145万，帐面原值为200万，

累计折旧为40万，已提减值10万，正保公司支付补价5万，另

支付换入汽车的运费2万，要求作出双方非货币性资产:)的会

计分录。 [例题答案] 正保公司：（1）换出固定资产设备：借

：固定资产清理 25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 累计折旧 40 贷：固

定资产 80 银行存款 5借：所得税费用 6.6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6.6（2）换入汽车入账价值＝40＋100＋100×17％＋2＋5＝164

借：固定资产－汽车 164 贷：银行存款 5 固定资产清理 25 主

营业务收入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17 营业外收入－处置

非流动资产损益 15（3）结转成本和费用借：销售费用 5×93

％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7％ 贷：银行存款

5借：主营业务成本 90 存货跌价准备 10 贷：库存商品 100借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100×10％



＝10借：所得税费用 3.3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3.3乙公司分录

：换入设备和存货的入账价值＝145－5－100×17％＝123，换

入的设备的入账价值＝123×40/（40＋100）＝35.14，换入存

货的入账价值＝123×100/（40＋100）＝87.86借：固定资产清

理 150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 累计折旧 40 贷：固定资产 200 借

：固定资产 35.14 库存商品 87.86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 17 营业外支出－处置非流动资产损益 5 贷：固定资

产清理 150 [例题总结与延伸] 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

中，需要注意的就是相关税费的核算，价外税的核算不区分

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价内税的核算需要区分是否具有商业实

质。具有商业实质情况下：价内税因为已经在换出资产的公

允价值中包含了，因此像营业税、消费税、资源税等税费不

需要在“支付的相关税费”中核算，镇魂歌时候换入资产入

账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支付的相关税费（不包括价内

税）－可以抵扣的进项＋支付的补价/－收到的补价；如果是

不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的，支付的由于视同销售产

生的价内税不在“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中，所以需要在“

支付的相关税费”中核算。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的

会计处理和单项资产的损益确认问题的会计处理可以延伸到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如果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是

以非货币行资产作为合并对价的，那么会计处理基本上可以

按照非货币性资产处理。 [知识点理解与总结] 1、关于具有商

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增值税并不影响非货币性资产:)损

益的确认，价内税会影响到单项资产的损益问题，但不影响

整体损益的确认问题。确认损益需要区分是整体损益还是单

项资产损益，而损益的确认都是要求是具有商业实质的情况



下，如果是不具有商业实质的情况，非货币性资产:)损益和单

项资产损益都是不确认的。对于整体损益来说主要就是看换

出和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补价的差额问题，这点一定要注

意的是和增值税和相关税费没有关系；如果是单项资产损益

的确认的，是按照单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确

定的，如果发生了相关流转税等价内税的需要明白影响的是

单项资产损益。比如换出固定资产的营业税是要作为固定资

产清理核算的，换出无形资产的营业税直接冲减的是确认的

无形资产营业外收入；换出应税消费品的一般消费税是作为

营业税金及附加处理的。如果是换出投资性房地产的发生的

营业税是作为营业税金及附加处理，因为这是属于企业的其

他业务范畴。 2、关于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发生的费用处理

。一般情况认为如果是换入资产直接发生的费用是作为换入

资产入账价值核算的，也就是在“支付的相关税费”中核算

；如果是为了换出资产发生的相关费用，影响的是单项资产

的损益，不在“支付的相关税费”中核算，不影响换入资产

的入账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

性资产:)中单项资产的损益不仅仅是按照资产的公允价值和账

面价值的差额来确定的，还受到了发生的价内税和相关费用

的影响，在观念上注意更新一下，不要太狭隘。 3、关于换

出单项资产的损益的额确认问题可以参照教材大致掌握一下

：换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是要确认营业外收入的；换出

金融资产的是要确认投资收益的；换出投资性房地产或者是

原材料的是要确认其他业务收入的；换出产品的是要确认主

营业务收入的。如果是换出自己发行的股票的，一般是作为

定向发行股票处理，那么股票公允价值和面值的差额是要确



认为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发生的相关费用是冲减的是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和整体的:)成本没有关系。上述的处理可

以适用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 [容易犯错的地方] 1、

换出资产发生的价内税的处理：需要区分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著重掌握的是价内税是在公允价值中包含的，掌握了这一

点就可以了。影响的是单项资产损益的确认。 2、换出资产

发生的价外税的处理：不需要区分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但是

要区分是否换入资产的进项税费能够抵扣。不影响非货币性

资产:)的损益的确认。 3、换出资产的整体损益的确认和单项

资产损益的额确认问题，要记住几种常见的换出资产的损益

的确认问题。另外注意相关费用的处理：需要区分是否为换

入资产发生的费用。 [错题举例] 正保公司用自己生产的存

货A产品和乙公司的固定资产车床进行:)，已知正保公司换出

存货账面原值为1000万，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200万，存货公

允价值和计税价格都是1500万，该存货属于应税消费品，消

费税率10％，增值税率17％，换出存货发生运费100万；换入

的乙公司的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000万，已经计提折旧600万。

计提减值200万，公允价值为1600万。分别给出具有商业实质

和不具有商业实质情况下的换入车床的入账价值。 解析：具

有商业实质情况下，换入车床入账价值＝换出资产的公允价

值1500＋支付的相关税费1500×17％＝1755万；整体损益＝换

入资产公允价值1600－换出资产公允价值1500＝100 不具有商

业实质情况下，换入车床入账价值＝换出资产账面价值

（1000－200）＋支付的相关税费1500×（17％＋10％）

＝1205，不确认单项资产损益和整体损益。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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