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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7_A7_E9_9D_9E_E8_c42_504486.htm 2006年2月颁发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新准则）

对2001年1月颁发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以下简

称原准则）做了修改。其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定义更清晰 原准则中对非货币性交易定义

为：交易双方以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的交换，这种交易不涉及

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即补价）。新准则直接称非货

币性交易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并定义为：交易双方主要以

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非货币性资产

进行的交换，该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即

补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以什么资产与

什么资产交换。本次发布的新准则与原准则在定义及判断非

货币性交易事项的标准上仍然一致，主要是新准则的定义更

加直观、清晰。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确认和计量较谨慎地

运用了公允价值 从会计确认和计量方面看，新准则把对非货

币性资产交换中会计事项的确认和计量标准建立在稳妥合理

的基础上，可从根本上保证输出会计信息的质量。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准则的核心是资产的计量和损益的确认，即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会计核算的主要问题是以换出资产账面价值或公

允价值作为换入资产的入帐价格，以及是否确认交易损益。

原准则要求一律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价，且不涉及补价

的非货币性交易不确认损益。在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交易中

，收到补价一方确认的损益，也仅以收到的补价所含的损益



为限。新准则中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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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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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 新

准则第三条中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二是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

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应当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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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

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 

新准则第八条对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且换入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企业对发生

补价按照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

资产成本时，分别按：（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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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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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企业对涉及补价按照换

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成本时

，分别按：（1）支付补价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加上支付的补价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

，不确认损益。（2）收到补价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

值，减去收到的补价并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

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新准则第九条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同时换入多项资产的，在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时，分别

按：（1）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的公

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应当按照换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



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入资产的成本总额进

行分配，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虽具有商业实质但换入资产的公允价

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应当按照换入各项资产的原账面价值占

换入资产原账面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换入资产的成本总额进

行分配，确定各项换入资产的成本。 在本次修订的新准则中

，企业计量采用账面价值还是公允价值计价，关键在于对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交换的资产是否存在公

允价值的判断。而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的提法，在国际会

计准则中也是2003年才首次出现，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改

进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不动产、厂场和设备》中提供

了判断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的参照标准，主要考虑由

于该项交易的发生预期使企业未来现金流量变动的程度。新

准则对此予以了借鉴，第四条中规定，当换入资产的未来现

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之时，

或者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并

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又是重大之

时，才可以认定一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换入

资产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方能以公允价值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公允价值

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才能计入当期损益。虽然公允价

值被新准则使用，但充分考虑到我国目前还不十分成熟的市

场环境条件，新准则对企业在公允价值的运用方面给予了一

定的限制，较为谨慎地运用了公允价值。与国际准则相比，

我国新准则体系在确定公允价值使用范围上，充分考虑到我

国的国情，进行了审慎的规定和改进，抛弃了过去一贯使用



的“接轨”概念，新准则的改革更加理性，走与国际趋同之

路，说明我国的会计改革已进入健康发展的阶段。 三、换入

资产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的当期损益确认 甲公司用一批存货换取乙企业的一项固

定资产，甲公司存货的账面价值为200万元，公允价即为计税

价250万元，增值税率17%，增值税的销项税额42.5万元。乙

企业固定资产的账面原价为350万元，累计折旧为80万元，公

允价250万元，在清理过程中，乙企业支付清理费用10万元，

同时乙企业已为此项固定资产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0万元

，该项固定资产的换入对甲、乙企业的生产经营将产生极大

影响，未来甲、乙企业估计现金流量会有显著的变化。 1、

不涉及补价 分析：甲企业以存货换入固定资产具有商业实质

；并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均为250万元，即能够

可靠地计量；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 支付的

相关税费=250 42.5=292.5（万元）；当期损益=换入资产公允

价值-换出资产账面价值=250-200=50（万元）。 甲公司的会

计处理为： 借：固定资产（250 42.5）292.5 贷：库存商品2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42.5 营业外收入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收益50 乙企业的会计处理为： 换入资产的成本=换

入资产的公允价值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250 0=250（万元）；

当期损益=换入资产公允价值 进项税额-换出资产账面价

值=250 42.5-270=22.5（万元）。 （1） 借：固定资产清理260 

累计折旧80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0 贷：固定资产350 借：固定

资产清理10 贷：银行存款10 （2） 借：库存商品250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42.5 贷：固定资产清理270 营业外收

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收益22.5 2、涉及补价 上例中，假设甲公



司存货的的公允价值为270万元，其他条件不变，甲公司收到

乙企业支付的补价20万元存入银行。 甲公司收到补价时的会

计处理分析如下。 第一步，计算确定所收到的货币性资产占

换出资产公允价值的比例=20÷270×100%=7.4%；由于收到

货币性资产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的比例为7.4%，低于25%，

因此这一交换行为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按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的原则进行会计处理。 第二步，计算确定换入资产的

入账价值和当期损益。甲企业以存货换入固定资产具有商业

实质；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270万元，而换入资产的公允价

值为250万元，即能够可靠地计量；并且收到乙企业支付补

价20万元。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 支付的相

关税费=250 270×17%=250 45.9=295.9（万元）；当期损益=（

换入资产的成本 收到补价）-（换出资产账面价值 支付的相

关税费）=（250 45.9 20）-（200 45.9）=70（万元）。 借：固

定资产（250 45.9）295.9 银行存款20 贷：库存商品200 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70×17%）45.9 营业外收入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收益70 乙企业用存款支付补价20万元的会计

处理为：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 支付的相关

税费=270 0=270（万元）；当期损益=（换入资产成本 进项税

额）-（换出资产账面价值 支付的补价 支付的相关税费

）=270 45.9-（270 20 0）=25.9（万元） （1） 借：固定资产清

理260 累计折旧80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0 贷：固定资产350 借：

固定资产清理10 贷：银行存款10 （2） 借：库存商品270 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45.9 贷：固定资产清理270 银行

存款20 营业外收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收益25.9 若该项交换不

具有商业实质并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够可



靠地计量时，均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则不确认营业外收入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收益。与原准则相同。 四、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信息披露

内容更加详细 新准则第十条对信息披露内容分为四项：换入

资产、换出资产的类别；换入资产成本的确定方式；换入资

产、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以及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确认的损益。 通过对这项会计准则变迁的了解，

可以清楚地看到谨慎性原则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的具体体现

。本次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

趋同，不仅有利于会计职业界，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资

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维护国民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

利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