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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E_B0_E9_87_91_E8_c42_534313.htm 在债务重组中，债务

人以非现金资产抵债，对债权人偿债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方式

。2006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及

其应用指南对非现金资产偿还债务可能涉及税金的会计处理

缺乏明确的规范，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以存货抵债的

增值税会计处理 [例1]债务人A企业欠债权人B企业货款100万

元，B企业已为该项债权计提了10万元的坏账准备，A企业

和B企业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后因A企业财务上的困难，

经双方协商，B企业同意A企业以其账面价值60万元的材料一

批抵债70万元，该批材料的公允价值是70万元（假设等于增

值税的计税价格）。 例1中涉及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问

题。不论债务人是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债务人以存货抵

债，都应视同销售计缴增值税，按其公允价值70万元作为增

值税计税基础计算增值税的销项税额为11.9万元（70×17%）

。债务人如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债权人也会因无法获得

增值税发票的抵扣联而减少当期的增值税。结合债务人在债

务重组中的被动地位，考虑博弈论的基本思想，笔者认为，

理性的债务人均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债务人开具的增值

税专用发票具有现金资产的特征。 一方面B企业取得该增值

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减少B企业当期的增值税11.9万元，相当

于获得11.9万元的现金资产； 另一方面，A企业开具增值税发

票后，当期要增加增值税11.9万元，相当于（要）付出现金资

产11.9万元。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对双方都有金额上的



影响。 债务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还具有现金资产的属性

，将有助于准确判断该债务重组的形式。这种债务重组可理

解为一种混合形式，表现为债务人同时以现金资产和存货抵

偿债务。 在此例1中，相当于债权人取得了11.9万现金资产（

以获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体现）时，同时还取得公允

价值70万的材料一批；根据“零和博弈”的思想，也相当于

在债务人在（要）付出11.9万现金资产（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销售联体现）的基础上，还付出公允价值70万元的材料

一批。 此时债务人应当依次以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

产公允价值、冲减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例1中，债务人确定

的“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金额为18.1万元（100-11.9-70

）。 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A企业： （1）借：应付账款B企

业1000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公允价值）700000 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19000 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

得181000 （2）借：其他业务成本600000 贷：原材料（账面价

值）600000 B企业： 借：原材料（公允价值）700000 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19000 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

失81000 坏账准备100000 贷：应收账款A企业1000000 二、以固

定资产抵债的营业税会计处理 [例2]债务人A企业欠债权人B

货款100万元，B企业已为该项债权计提了10万元的坏账准备

；后因A企业财务上的困难，经双方协商，B企业同意A企业

在市区的房产一处抵债，在A企业账上该房屋原值100万元，

已计提折旧60万元，为此重组进行一些清理，发生清理费

用7.5万元，清理得到的残料变现1万元，此后双方到现场观察

后协商以此房产抵债70万元，该房产的公允价值实70万元（

假设等于营业税的计税价格）。 首先，债务人应以价值形式



反映出，其如何取得该项可用以抵债的、物理意义上的实体

资产。 债务方决定以某一固定资产抵债时，该资产就开始不

符合会计意义上的“固定资产”的定义了，为了反映这种确

认的改变，就会出现“固定资产”向“固定资产清理”转变

。“固定资产清理”账户归集债务方用以抵债的资产实体的

价值。 一般来说，该资产实体的价值首先应包括原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原固定资产原值累计折旧减值准备），还应包括

以后发生的、与该实体资产相关的、使它达到可抵债状态前

一切合理必要的支出，如清理费用7.5万元，以及依据《营业

税暂行条例》应交的营业税3.5万元（70×5%），而在清理过

程获得的清理收入1万元，应减少该实体资产的价值。则债务

人获得的可用以抵债的实体资产的价值为50万元（100-60 7.5

3.5-1）。 其次，债务人应以价值形式反映出，该“固定资产

清理”抵债后的影响。确认处置非流动资产利得为该实体资

产的公允价值与该实体资产的账面价值之差，即20万元

（70-50）；确认债务重组利得为该负债的公允价值与该实体

资产的公允价值之差，即30万元（100-70）。 具体账务处理

如下： A企业： 借：应付账款B企业1000000 贷：固定资产清

理（账面价值）500000 营业外收入处置非流动资产利

得200000 营业外收入债务重组利得300000 B企业： 借：固定

资产（公允价值）700000 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失200000 坏

账准备100000 贷：应收账款A企业1000000 三、以无形资产抵

债的营业税会计处理 [例3]债务人A企业欠债权人B货款100万

元，B企业已为该项债权计提了10万元的坏账准备；后因A企

业发生财务困难，经双方协商，B企业同意A企业以其账面原

值100万元，已计提累计摊销60万元的专利权抵债70万元，该



专利权的公允价值实70万元（假设等于营业税的计税价格）

。 对于债务人来说，应当确认的债务重组利得为重组债务的

账面价值与该专利权资产公允价值之差，即30万元（100－70

）；确认的处置非流动资产利得为该专利权公允价值与该专

利权账面价值之差，即30万元（70-40）。 而依据《营业税暂

行条例》，债务人转让无形资产应交的营业税为3.5万元（70

×5%），可以认为其是债务人在处置该无形资产时的一种损

失，由于营业外收支间没有实质联系，所以应分开单独反映

。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A企业： 借：应付账款B企业1000000 

营业外支出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35000 累计摊销600000 贷：无

形资产1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35000 营业外收入债务重

组利得300000 营业外收入处置非流动资产利得300000 B企业：

借：无形资产（公允价值）700000 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

失200000 坏账准备100000 贷：应收账款A企业1000000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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