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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9_A9_E6_98_93_E7_c46_539495.htm 以物易物是一种视同

销售行为，它是指业务双方进行交易时，不以货币结算或主

要不以货币结算，而以货物相互结算，从而实现货物购销的

一种交易方式。在财务会计中，此类业务属非货币性交易。

它分换入、换出均为货物和一方属货物、另一方是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两种类型。按增值税税法规定，属货物的以物易

物，双方都要作购销处理，以各自发出的货物核定销售额并

计算销项税额，以各自收到的货物核定购货额，并依据对方

开具的合格增值税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即同时反映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若一方是货物，另一方是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后者相应的增值税额，记入其资产价值内，不单独反映。

若同时换入多项资产，应按换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占换入

全部资产的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分别确认换入各项资产的入

账价值。 在非货币性交易中，又分双方不涉及补付价款和涉

及补付价款两种情况。 （1）不涉及补价的会计处理 以非货

币性交易换入的货物，如果不涉及补价，原则上应以换出资

产的账面价值，加上需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入

账价值。用公式表示： 换入资产入账价值=换出资产账面价

值十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对公式中“税费”的“税”的处理：

如果换入的资产是货物，公式中“换入资产入账价值”应减

去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单独反映），即“税费”中的“税

”不包括增值税；如果换入的资产不是货物，“换入资产入

账价值”按上式计算。若换出资产是货物，按销售货物计算



销项税额，贷记“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若

换出资产不是货物，应按其账面价值转出。但对换出的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应按税法规定，计算缴纳营业税，并在会

计中正确反映。 ［例］某酒厂10月份以自产其他酒10吨，从

农业生产者手中换取造酒原料（高粱）若干吨，双方不涉及

补价，也没有发生相关费用。当月销售同类其他酒，最高售

价2500元／吨，最低售价2100元／吨，加权平均价格为2250元

／吨。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7%，消费税税率为10%，作会计分

录如下： 按加权平均售价计算销项税额=2250 x10 x17%=3825

（元） 应交消费税（按最高售价）=2500 x10 x10%=2500（元

） ①销售10 吨其他酒： 借：应收账款 26 325 贷：主营业务收

入 22 5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 825 ②换回高粱

： 借：原材料22 902.75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422.25 贷：应收账款26 325 从农业生产者手中换回，按13

％计算进项税额；若从粮食企业换取，可按增值税专用发票

注明的税款借记“进项税额”。 ③应交消费税： 借：主营业

务税金及附加2 5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2 500 该酒厂当月

又以自产白酒两吨换入设备1台，两吨白酒的账面价值2万元

，白酒的计税价格1.8万元／吨。假定交易过程中没有发生相

关税费，也没有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酒厂作会计分录如下： 

借：在建工程或（固定资产）26 120 贷：半成品白酒20 000 应

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6 120 酒厂当月换出的两种酒

，期末还应进行所得税的纳税调整。 （2）涉及补价的会计

处理 按会计准则、制度的规定，当收到补价占换出资产公允

价值的比例等于或小于25％时，作为非货币性交易；高于时

，作为货币性交易。不论何种交易方式，只要涉及货物，必



须按税法规定正确计算反映增值税额。如果涉及补价，则一

方收到补价，一方支付补价，其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确认有

所不同： ①支付补价时： 可抵扣的入账价值 ＝ 账面价值 ＋ 

补价 ＋ 相关税费 － 进项税额 ②收到补价时： 应确认入账价

值 ＝ 账面价值 － 补价 － 进项税额 ＋ 相关税费 ＋ 的收益 收

取补价的一方所收取的补价，能否弥补其换出资产的公允价

值大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的差额和因收取补价而需要缴纳

的税费，即因此而产生的损益，需要确认收益（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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