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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收益计入资本公积 在对债务人的会计处理上，新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最大的特点就是债务重组产生的

差额收益计入资本公积，而非当期损益。新准则要求，以低

于债务账面价值的现金或非现金资产清偿某项债务的，债务

人应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现金或非现金资产账面

价值和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若发生债务

重组损失，则确认为当期损失。而在新准则出台之前，债务

重组收益可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不少经营困难的

上市公司即通过获得不菲的债务重组收益以达到“摘帽”或

避免“戴帽”的目的。新准则使得通过债务重组获取收益的

行为被终结，债务重组将不再成为利润操纵的工具，这有助

于真实反映上市公司正常的经营状况。 此项新准则虽然

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但财政部规定对于新准则施行之日

前发生的债务重组，其会计处理方法与新准则规定的方法不

同的，应予追溯调整。这意味着新准则将对部分上市公司

的2000年年、报将产生重大影响。仅仅是去年12月一个月，

就有12家公司在年关之前实施了债务重组，这些公司多为绩

差公司，其中ST和PT公司占了绝大多数。它们可能原本希望

通过债务重组来实现扭亏，但由于债务重组收益不能如期进

入利润，这些公司的年报可能会出现令投资者吃惊的亏损数

额。此外，以前年度曾有债务重组收益入账的公司需进行相

应的损益调整，当年靠债务重组收益补上的“窟窿”将会再



现。 二、资产置换收益以补价为限 在原来的非货币性交易准

则中，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这就为利用资产置换进行利润包装提供了机会。新修

订的《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规定：只有在非货币性

交易收到补价时，才能确认收益，而且应确认的收益=补价－

（补价/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换出资产账面价值。这样一来

，非货币性交易产生的收益将局限在补价的范围内，这大大

低于旧准则下所可能产生的收益。因此，新准则极大地压缩

了上市公司和其母公司以不支付现金的资产置换来进行报表

重组和包装利润的空间。不过，如果上市公司通过加大补价

数额，同时低估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就可以利用资产置换产

生一定的当期收益。这对于处于亏损边缘的上市公司有一定

的作用。在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上，新准则遵循了谨慎性原

则，将支付的税费作为入账价值的一部分。根据新准则，企

业发生非货币性交易时，应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应

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这样一来，因

非货币性交易发生的税费将从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当期损益

转为影响资产总额。 三、严格界定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 长

期以来，由于确认依据不明确，利息资本化成为一些上市公

司用来调控利润的手段。新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借款费用

》对借款费用资本化的确认条件、资本化金额的确定及资本

化的开始、暂停、停止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这有助于减少企

业借款费用资本化的随意性，也压缩了企业利用借款费用资

本化来虚增利润的空间。 根据准则所规定的资本化确认条件

，只有因专门借款（指为购建固定资产而专门借入的款项）

而发生的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汇兑差额和因安排专门



借款而发生的辅助费用，才能在符合准则规定的资本化条件

下，予以资本化，计入该项资产的成本；其他的借款费用则

不能资本化，只能确认为当期费用。在资本化金额的确定上

，准则制定了公正客观的量化公式，其中所涉及的各项计算

指标，均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加权方法来确定，从而保证了资

本化金额的合理性，确保资本化金额不被企业有意地扩大。

准则强调只有同时满足“资产支出已经发生，借款费用已经

发生和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活动已经

开始”这三个条件时，专门借款费用才能开始资本化。这三

个条件为审计提供了明确依据，可以有效地防止假借专门借

款的名义实施资本化现象的发生。对于资本化的停止，准则

规定，只要所购建的固定资产达到预定状态，就要停止借款

费用的资本化。对于各部分分别完工的固定资产项目，准则

规定，只要完工部分在其他部分继续建造过程中可供使用，

就要停止核部分资产的借款费用资本化。这样就能避免企业

以整体未完工为由，将本应计入当期损益的费用转入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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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