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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2021_2022__E9_9D_9E_

E8_B4_A7_E5_B8_81_E6_c42_502817.htm 新7号准则下，商业

实质、公允价值和关联交易是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计量的关

键考虑要素，鉴于新准则的可靠性，审计机构、证券监管部

门、司法部门等应加强监督、加大处罚力度，从准则外部保

证准则实施的恰当，防止利润操作等行为的发生。 新《企业

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引入了“公允价值”的概

念，而税法上对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则按

计税收入处理。二者之间在流转税方面处理的差异值得财务

管理者注意。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增值税会计处理 会计规定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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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与换出

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一）该项交换具有商

业实质；（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

量。本文主要讨论公允价值下的涉税处理。 税法规定，非货

币性交易都应该做视同销售处理，按换出资产公允价值（计

税价格）确认其计税收入。在以物易物活动中，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双方都应按照换出货物的市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

其他合法票据。此处，换出货物的市价等同于新准则中换出

资产的公允价值。因此无论是固定资产还是存货的公允价值

都应以其含税价作为确定的基础，因为含税价等同于市价。 

「例1」甲公司和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适用的增

值税税率为17%.经与乙公司协商，甲公司将库存原材料与乙

公司生产的库存商品进行交换。甲公司换出原材料的账面价



值为200万元，公允价值和计税价格均为220万元。乙公司库

存商品的账面价值为180万元，公允价值和计税价格均为220

万元。假设甲乙公司换出资产均未计提减值准备，该交换具

有商业性质，不考虑除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相关税费。 分析：

以甲公司为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定，换

出资产为存货的，应当作为销售处理（旧准则是视同销售处

理），以公允价值确定收入，同时结转相应的成本。另外，

如果换出的资产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根据新《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应作为“利得”或“损失”，记入“营业

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科目。如果换出的资产是长期股

权投资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

规定，应计入“投资收益”。 甲公司会计处理： 借：库存商

品188.03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1.97万元 贷

：其他业务收入188.03（220/1.17）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31.97（188.03*17%）万元 结转成本： 借：其他

业务成本200万元 贷：原材料200万元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消

费税会计处理 根据消费税政策规定，纳税人用于换取生产资

料和消费资料、投资入股和抵偿债务等方面的应税消费品，

应当以纳税人同类应税消费品的最高销售价格作为计税依据

计算消费税。 另外，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凡非用

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其他方面应当纳税的，其计税价格

按照纳税人生产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确定。 「例2」接

例1，乙公司将自产库存消费品换取甲公司原材料作为生产资

料，该库存消费品本月平均含税价格为220万元，最高销售价

格为260万元，消费税率为10%. 分析：以乙公司为例，一般情

况下，消费税和增值税的计税依据相同，但纳税人将应税消



费品换取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投资入股和抵偿债务等方面

时，应当以同类应税消费品的最高销售价格作为计税依据计

算消费税，而增值税则采用平均价格计算。 乙公司会计处理

： 借：原材料188.03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1.97万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188.03（220/1.17）万元 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1.97（188.03*17%）万元 结转成

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200万元 贷：库存商品200万元 计提消

费税： 借：营业税金及附加22.22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消费

税22.22（260/1.17*10%）万元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营业税会

计处理 根据《营业税暂行》规定，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

产，是指有偿提供应税劳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或者有偿转

让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这里的有偿包括取得货币、货物或

其他经济利益。可见以无形资产或不动产为标的的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应属于销售行为缴纳营业税。其计税价格主要是根

据市场价格来确定。 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规定：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

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

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1）收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

、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2）“日常活动

”，是指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以及与

之相关的其他活动，一般计入“主营业务收入”或“其他业

务收入”科目。“非日常活动”产生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应

作为“利得”，计入“资本公积”或“营业外收入”科目。

“非日常活动”产生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应作为“损失”，

计入“营业外支出”科目。 所以，在新准则下以无形资产或

不动产为标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并非“日常活动”发生的经



常性项目，不适合收入的概念。 「例3」丙公司以账面原值

为15万元，累计折旧为9万元，公允价值为5万元的厂房换取

丁公司的一条生产线，该生产线的公允价值为5万元，假设以

上资产均未计提减值准备，该交换具有商业性质，不考虑除

营业税以外的其他相关税费。 分析：新《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规定：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易满足两个

条件时，可采用公允价值计价方式。条件一是该交易具有商

业实质，条件二是换入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价时，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加上应支付的

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

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即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换

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丙公司会计处理： 借

：固定资产清理6万元 累计折旧9万元 贷：固定资产厂房15万

元 借：固定资产生产线5.25万元 营业外支出1万元 贷：固定

资产清理6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0.25（5*5%）万元 延伸解

析 非货币资产交换对财务影响分析 非货币资产交换方式有多

种，但不管在哪种方式下，只要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就

可能涉及到流转税，就会产生利润，并涉及到所得税。以存

货交换为例，若换出存货的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其差额

为企业的收益，反之为企业的损失，所以一些关联企业通过

非货币资产交换来调节利润，虚增经营利润。 非货币资产交

换可能会成为关联方粉饰报表的工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其前

提是交换具有商业性质，新7号准则规定，当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具备“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

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不同，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



价值相比是重大的”两个条件之一，便可认定为该交换具有

商业实质。所以有些关联方，交换的目的是为了粉饰报表，

双方交换的资产可能是相似或相同的资产，只要是资产公允

价值大于账面价值，就可能产生“盈利”的空间，所以阅读

上市公司报表，应关注其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商业实质。 防

止企业利用公允价值进行利润操作的可能性 新7号准则下，

商业实质、公允价值和关联交易是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计量

的关键考虑要素，鉴于新准则的可靠性，审计机构、证券监

管部门、司法部门等应加强监督、加大处罚力度，从准则外

部保证准则实施的恰当，防止利润操作等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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