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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8/2021_2022__E4_B8_AD_

E7_BA_A7_E4_BC_9A_E8_c44_628608.htm 第八章 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在考试中处于较重要的地位，重点：有商业实质的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包括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认定和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的确认与计量。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分类 非货币

性交换可以分为具有商业实质和不具有商业实质，分别按不

同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根据准则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的，视为具有商业实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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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体现为下面三

种情况： ①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金额相同，时间不同。换

入资产和换出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总额相同，获得这些

现金流量的风险相同，但现金流量流入企业的时间不同。 例

如，某企业以一批存货换入一项房产，因存货流动性强，能

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现金流量，房产作为固定资产要在较

长的时间内为企业带来现金流量，两者产生现金流量的时间

相差较大，上述存货与固定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显著不

同。 ②未来现金流量的时间、金额相同，风险不同。风险不

同是指企业获得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程度的差异。 例如，某

企业以其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国库券换入一幢房屋以备出租

，该企业预计未来每年收到的国库券利息与房屋租金在金额

和流入时间上相同，但是国库券利息通常风险很小，租金的

取得需要依赖于承租人的财务及信用情况等，两者现金流量

的风险或不确定性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上述国库券与房屋的

未来现金流量显著不同。 ③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相同



，金额不同。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现金流量总额相同，预

计为企业带来现金流量的时间跨度相同，但各年产生的现金

流量金额存在明显差异。 例如，某企业以其商标权换入另一

企业的一项专利技术，预计两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相同，

在使用寿命内预计为企业带来的现金流量总额相同，但是换

入的专利技术是新开发的，预计开始阶段产生的未来现金流

量明显少于后期，而该企业拥有的商标每年产生的现金流量

比较均衡，两者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差异明显，上述商标权

与专利技术的未来现金流量显著不同。 (2)换入资产与换出资

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

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 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应当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

预计税后未来现金流量，根据企业自身而不是市场参与者对

资产特定风险的评价，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

金额加以确定。 例如，某企业以一项专利权换入另一企业拥

有的长期股权投资，该项专利权与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公允

价值相同，两项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和金额亦相

同，但对换入企业而言，换入该项长期股权投资使该企业对

被投资方由重大影响变为控制关系，从而对换入企业的特定

价值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换出的专利权有较大差异.另

一企业换入的专利权能够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从而对换

入企业的特定价值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换出的长期股

权投资存在明显差异，因而两项资产的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判断商业实质时还要注意是否有关联方关系，在我国目前的

经济环境下，交易双方关联方关系的存在，可能表明交易不

具有商业实质。 总之，企业之间为了正常的商业目的进行的



交换，应该属于具有商业实质.如果是为了“盈余管理”调节

利润的目的进行的交换，则不具有“商业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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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