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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是以物换物，交换时双方本着互惠的原则，以公允价值

相等的商品进行互换，同时对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

的差额确认为资产处置损益。但有时相互交换的资产公允价

值不一定恰好完全一致，虽可通过补价进行调整，但仍可能

出现一方为了使交换成功，愿意接受不利的交换条件，从而

导致交换过程中产生特殊交换损益的情况。 一、准则对交换

损益的会计处理 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损益

，现行会计处理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单项资产交换的情况

下，记入资产处置损益，不单独确认由于资产交换产生的损

益；另一种是在涉及多项资产交换的时候，由于交换而产生

的损益被分摊计入各换入资产的成本。下面举例进行说明（

不考虑相关税费）： 例：甲、乙公司协商，甲公司以其拥有

的用于经营出租目的的一幢公寓楼与乙公司持有的交易目的

的股票投资交换。甲公司公寓楼的账面原价为9000万元，已

提折旧 1500万元，在交换日的公允价值为8000万元。乙公司

股票投资账面价值为6000万元，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在

交换日的公允价值为7500万元。 由于甲公司急于处理该幢公

寓楼，乙公司仅支付了450万元给甲公司，导致甲公司在此次

交换中出现交换损失50万元。 该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同

时股票和公寓楼的公允价值均能可靠计量，甲、乙公司本应

以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但由于有

确凿证据证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比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更加



可靠，因此采用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作入账成本，并确认损

益。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其他业务成本7500 投资性

房地产累计折旧1500 贷：投资性房地产9000 借：交易性金融

资产7500 银行存款450 贷：其他业务成本7500 其他业务收

入450 乙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投资性房地产8000 贷：

交易性金融资产6000 银行存款450 投资收益1550 上述会计处

理，对甲公司而言，其公寓楼的账面价值7500万元和公允价

值8000万元的差额是500万元，之所以只确认450万元的其他业

务收入，是因为在交换过程中产生了50万元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损失。同样道理，乙公司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也不合适

，对乙公司而言，其投资收益应是该股票投资的账面价值和

公允价值的差额1500万元，而多出来的50万元是由于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产生的。 上述处理，就是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

生的交换损益记入相关资产的处置损益，而当交换涉及多项

资产时，如果出现交换损益，则是将该损益分摊记入资产价

值。 例：甲、乙公司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均为l7%，2009年8月

经协商，甲公司决定以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厂房及库存商

品换入乙公司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办公楼、汽车。 甲公司

：厂房：账面原价2100万元，累计折旧780万元，公允价

值1100万元；库存商品：账面余额300万元，公允价值350万元

，公允价值等于计税价格。 合计：账面价值1620万元，公允

价值1450万元 乙公司：办公楼：账面原价2000万元，累计折

旧1000万元，公允价值1100万元；汽车：账面原价600万元，

累计折旧370万元，公允价值250万元；乙公司另外向甲公司

支付银行存款100万元。 合计：账面价值：1330万元，公允价

值1450万元 假定整个交易过程中没有发生除增值税以外的其



他税费，甲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乙公司，金额为350

×17%＝59.5万元。 实际上，本题主要是处理用于交换的库存

商品产生的增值税，因为对甲乙双方来说，用于交换的资产

的公允价值都是1450万元，但对甲企业来说，开出了增值税

专用发票，却没有从对方手中得到相应价值的资产，导致企

业承受了59.5万元的损失，这59.5万元的损失由换入的两项资

产办公楼、汽车（不包括银行存款）分担，增加两项资产的

入账价值。对换入方乙来说，收到增值税专用发票，有59.5万

元可用于抵扣，相当于得到了59.5万元的好处，因此，这59.5

万元的好处同样由换入资产厂房、原材料负担，降低换入资

产入账价值。所以按照现行方法，甲公司换入资产成本计算

如下（乙公司计算略）： 1.换出库存商品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350×17%=59.5万元 2.计算换入、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总额： 

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总额＝1100 350＝1450万元 换入资产公允价

值总额＝1100 250＝1350万元 3．计算换入资产总成本： 换入

资产总成本=换出资产公允价值-补价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1450

－100 350×17%＝1409.5万元 4.计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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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楼公允价值所占比例

＝1100÷1350＝81.5% 汽车公允价值所占比例＝250÷1350

＝18.5% 5．计算换入各项资产的成本：办公楼的成本：

1409.5×81.5%＝1148.74万元 汽车的成本： 1409.5×18.5%

＝260.76万元 从上述核算可以看出，当交换涉及多项资产时

，如果出现交换损益，目前的处理是将该损益分配给换入资

产价值。实际上上述计算完全可以简化为： 办公楼入账成本

＝本身的公允价值 1100 按公允价值比例分摊的损失1100/1350

×59.5=1148.74万元 汽车入账成本＝本身的公允价值250＋按



公允价值比例分摊的损失250/1350×59.5＝260.76万元 二、现

行处理的缺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处理方法有其独特之处，但

也存在一些缺陷，不仅计算繁琐，而且导致换入资产的入账

价值不符合资产的实际价值，得到好处的一方低估资产入账

价值，发生损失的一方高估资产入账价值。同时多项资产交

换和单项资产交换中产生的交换损益的处理不一致，违背可

比性原则。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处理 为防范上述情况

的出现，能否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产生的交换损益换一种

处理方式，设立“营业外支出资产交换损失”和“资本公积

资产交换利得”。即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损益区分两类

：一是资产处置损益，二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对换出

资产账面价值和公允价值的差额，作为资产处置损益，记入

相应科目；对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和换入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如果是损失，记入“营业外支出资产交换损失”，如果是

收益就记入“资本公积资产交换利得”，换入资产的入账价

值则均以公允价值为基础。采用此种处理方法有以下优点： 

（一）企业损益更加真实交换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的

差额作为资产处置损益，记入相关的损益科目，以反映资产

真实的升值、贬值损益。交换产生的损失记入营业外支出，

收益作为资本公积，使提供的会计信息既能更真实反映企业

的实际损益，同时也起到防范会计利润造假的作用。百考试

题助你成功 （二）资产的入账价值更加符合实际因为在多项

资产交换过程中产生的交换损益，是由换入资产分担的，会

使资产的入账价值虚增或虚减，导致资产的入账价值既不是

公允价值，也不符合历史成本定义，即不符合五种价值计量

模式中的任一种。采用上述两种损益观后，资产的入账价值



以公允价值为基础，更加符合资产价值实际。 （三）会计处

理更加一致单项资产交换产生的损益记入资产处置损益，多

项资产交换产生的损益分摊记入换入资产价值，导致会计处

理不一致，而将单、多项资产交换损益统一处理后，能有效

地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使会计处理符合一致性原则。 （四

）会计核算更加简化在不违背真实反映的前提下，会计核算

应该是越简单越好，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划分为两类，

不必将资产交换过程中产生的交换损益分配给换入资产，能

极大地简化会计核算，尤其在多项资产交换时简化作用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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