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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1/2021_2022__E9_9D_9E_E

8_B4_A7_E5_B8_81_E6_c44_71217.htm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非

货币性交易》，在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交易中，收到补价的

一方由于在资产交换过程中部分资产价值的盈利过程已经完

成，因此要确认已实现部分的收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

试辅导教材２００４年版（以下简称“注会教材２００４年

版”）中计算公式为：应确认的收益＝（１－换出资产账面

价值÷换出资产公允价值）×补价－（补价÷换出资产公允

价值）×应交纳的税金及教育费附加笔者认为上式中存在两

个问题：一是只考虑了教育费附加，没有考虑其他附加费（

多为地方性附加费）；二是“应交纳的税金及教育费附加”

中是否包含增值税没有明示。关于问题一，笔者认为除教育

费附加外，还应考虑其他附加费。关于“应交纳的税金及教

育费附加”中是否包含增值税，注会教材２００４年版认为

在以存货作为换出资产所进行的非货币性交易中，企业收到

补价确认收益时，“应交纳的税金及教育费附加”中应当包

含增值税。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理由是：①一般纳税企业

进行非货币性交易时采用的比价标准是公允价值，而存货的

公允价值中通常不含增值税。②在确认收益的计算公式中，

换出存货的账面价值中不含增值税，公允价值中也不含增值

税，而补价是公允价值比较的结果，所以也不应含增值税。

③公式前半部分不含增值税，而从不含增值税的补价中扣除

换出存货应负担的增值税显然是不恰当的。④换出固定资产

的公允价值中通常包含增值税，但固定资产出售不涉及增值



税问题，因而不必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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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