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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0/2021_2022__E4_BB_A5_E

9_9D_9E_E7_8E_B0_E9_c44_70771.htm 企业进行债务重组的具

体形式，会计和税法的规定基本一致，但在重组资产入账价

值的处理上，两者却有着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当以多项非现

金资产进行债务重组时，重组资产入账价值的处理在实务中

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下面，笔者通过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 甲公司欠乙公司100万元货款，经协商，甲公司以一批存货

和一部机器偿债，存货的账面价值20万元，公允价值30万元

（均不含增值税），增值税额5.1万元，机器账面价值40万元

，公允价值50万元（均含增值税），偿还欠甲公司货款。 乙

公司的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以下简称

《准则》），债权人各项非现金资产的入账价值，应以各项

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占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重组债权

的账面价值进行分配来确定各项非现金资产的入账价值。但

是由于与存货相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而固定资产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可以抵扣，因此对于各项非现金资产入

账价值的确定，实务中就产生了“先税后分”与“先分后税

”两种观点。目前的《准则》讲解及CPA教材采用的是“先

税后分”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资产待分配价值为：100

－5.1＝94.9万元，存货入账价值：94.9×30/（30 50）＝35.6万

元，机器入账价值：94.9×50/（30 50）＝59.3万元。账务处理

如下： 借：库存商品 35.6万元 固定资产 59.3万元 应交税金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5.1万元 贷：应收账款100万元 这样处

理的结果是，将本应由存货承担的增值税先在可分配金额中



扣除，再以扣除后的余额在存货和固定资产之间进行分配。

而实际上固定资产也是含税的，只是不可扣除罢了。以税法

的规定来进行会计处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而“先分后税

”法分配的第一步结果，存货与固定资产分配的价值都是含

税的，由于存货的进项税额可以扣除，再以存货的含税价减

去可扣除的进项税额后的余额作为存货的入账价值。这样的

处理显然更合理。即：资产待分配价值：100万元，存货含税

价值：100×35.1/（35.1＋50）＝41.2万元，存货入账价值

：41.2－5.1＝36.1万元，机器入账价值：100×50/（35.1＋50）

＝58.8万元。账务处理如下： 借：原材料（或库存商品）

36.1万元 固定资产 58.8万元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1万元 贷：应收账款1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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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