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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44_548573.htm 第八章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一、

主要账务处理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具有

商业实质，教材中说了很多玄乎的判断标准，什么未来现金

流量的金额、风险、时间存在差异，这个没有学过财管的人

肯定云山雾罩，不知所云。其实对于中级考生来说，这个标

准还是要背会，理解呢其实很简单，说白了就是两个资产性

质有差异，而且一般不是一点点的差异，至少在外表上会有

。比方说拿固定资产换了长期股权投资，去的时候是用车拉

着，回来的时候用口袋装着。意思就是说换出去的和换回来

的压根不是一路人，一般这样的情况是具有商业实质的；如

果是另外的情况，比如一水的奥迪换回来一水的奥拓，本身

两者就是差不多的东西，性质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一般就没

有商业实质了。当然这是很简单的理解了。 不管是具有商业

实质还是不具有商业实质，换回来的东西怎么入账？就是以

实际付出的成本来计量的，因为对你来说，你实际上就是付

出了那么多的成本，那么很自然的你觉得换进来的就是值那

么多的钱，所以换入的资产一般是按照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或者是账面价值为基础来核算的，为什么按照换出呢？从下

面的公式可以看出： 换入资产入账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支付的相关税费－可以抵扣的进项＋支付的补价

－收到的补价 之所以要以换出资产为基础，就是为了准确的

核算公式后面的“相关税费”和“进项”等项目；另外就是

出于第交易公平的考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既然交易达



成了，你肯定认为买进来的这个东西就是值这么多钱，所以

以换出资产为基础很自然而然的。 具有商业实质的情况下的

分录：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主营业务收入（换出产成品） 

其他业务收入（换出原材料、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清理 

营业外收入－非货币性资产处置利得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原材料和产成品视同销售）借：营业税金及

附加 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 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在具

有商业实质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如

果不涉及到增值税，那么公允价值是相等的，这个地球人都

知道，谁都不会主动去和别人签订不平等条约。如果有了增

值税怎么办，换出资产的增值税销项也应该在你的成本考虑

之中，因为你如果把它销售给别人收现钱，这个增值税肯定

是从下家收取的，那么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也一样，既然公平

交换，下家对这个增值税无非是用别的资产抵顶了而已，所

以增值税应该考虑在自己的成本中，否则没有人会愿意做交

换。虽然会计上会因为是否具有商业实质而存在是否确认损

益的差别，但是税法上是不管你这套的，不管你是否具有商

业实质，只要你交易了，交换了，那我就认为你视同销售，

所以不管是流转税还是所得税都是跑不了的，很明显税务局

不知道你们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从“犯罪现场”的最终结

果来看，税务局就认为你是先把自己东西卖出去了，然后从

别人手里买回来一堆东西，税务局的老爷们才没有闲工夫听

你说如何如何达成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任你说的天花乱坠

，唾沫星子乱溅，税务局就一句话：甭废话，交税！所以税

法上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看作销售和购买两个环节处理的

，纳税肯定是跑不了的。不具有商业实质情况下的分录：借



：长期股权投资 贷：库存商品（换出产成品） 原材料（换出

原材料、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清理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原材料和产成品视同销售） 应交税费－应

交营业税 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通过比较具有商业实质和不

具有商业实质两种情况的分录会发现区别，那就是价内税的

处理。具有商业实质，说白了就是公允价值计量了，会计上

确认损益了，言外之意就是说名义上承认是正常的销售了，

那价内税地球人都知道是作为营业税金及附加核算的，这个

不需要有什么怀疑；不具有商业实质的情况下，会计上压根

就不确认收入，就像是一水的奥迪换回来一水的奥拓，本质

上还是汽车，对企业来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该卖车还是卖

车，该卖不动还是卖不动，一个是太贵了没人买，一个是太

贱了每人要。所以最终结果是一样的，不过正因为你这么一

折腾，税务局可不会放过你，税款一份不能少，所以平白无

故给自己多了一笔账，不是没事找事吗？收入都没有，价内

税也不好意思计入到营业税金及附加，而是成了企业的一个

实实在在的成本了，所以还是计入到换入资产入账价值为好

，好歹有个归宿了。 在具有商业实质的情况下，换出资产要

确认损益，这个损益确认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为既

然会计上要确认损益，那么其实就和实际的销售是一样的，

那么这些资产销售或者处置的时候确认什么损益在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中就确认什么损益，所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并不是

洪水猛兽，而是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的单项资产的处理集合

，所以不需要单独记忆这些损益该怎么记。当然不具有商业

实质的情况下，换出资产是按照账面价值结转的，那么也不

存在损益确认问题，说白了就是把旧的账都给平了，换新的



账。 另外所谓的多项资产换进来该怎么计价的问题，其实很

简单，第一步就把换进来的不同的资产看作一个资产，计算

出总的应该入账的价值，这个计算已经没有什么难度了；第

二步就是如何分配的问题了。两个情况：具有商业实质的按

照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来分配；不具有商业实质的就

按照换入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基础来分配。这个分配标准很简

单，具有商业实质你最关心的是公允价值，所以就是以公允

价值为分配依据了；那么不具有商业实质就只有账面价值可

以参考了。 另外关于相关费用的处理，具有商业实质的情况

下，一个原则就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冤有头债有主

，为谁发生的费用就和谁有关系，比方说，你换出存货发生

运费了，这个运费就是你实际发生的销售费用，因为实际上

和正常销售是一样的道理；固定资产清理的时候发生的费用

，影响的是固定资产清理净损益；换入资产的运费，很自然

都会联想到计入到换入资产入账价值，还应该计算增值税进

项，这个账务处理比较顺手，乘势做下来没错的；不具有商

业实质的情况下，准则上说的清清楚楚，不能记损益，而且

不具有商业实质给企业本质上没有任何影响，所以既然交的

税都是成本了，支付的费用也更是成本了，统统计入到换入

资产入账价值吧。 其实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的

情况实际上和企业日常的业务处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省去

了销售收现和购买付现两个环节，但是业务处理一点都没有

少；不具有商业实质其实才是最难的地方，和平常核算不一

样，发生的税费都是成本，反正是白折腾了还支出了税费，

所以都是交易成本，只能计入到换入资产入账价值。 二、涉

及的其他知识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涉及的知识其实并不是很多



，难点其实没有多少。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知道这些资产销售的时候怎么处理就知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中怎么确认换出资产损益；分清楚了价内税和价外税就能确

定换入资产入账价值。具有商业实质的情况记住价内税计入

的是“营业税金及附加”就可以了，不具有商业实质的情况

，发生的所有价内税和相关费用都计入到换入资产入账价值

。增值税的处理比较特别的，人家从始至终一般不影响损益

，会处理存货购销的增值税处理就能搞懂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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