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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C_9A_E8_80_83_E5_c45_74798.htm 1、非货币性交易与货

币性交易的区别：如果资产在将来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是

固定的或者是可以确定的，则该资产是货币性资产；反之，

如果资产在将来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不固定的或者是不

可确定的，则该资产是非货币性资产。 2、非货币性交易的

确定。在实务中，有可能在换出非货币性资产的同时，也支

付一定金额的货币性资产，或者在换入非货币性资产的同时

，也收到一定金额的货币性资产。这时所收到或支付的货币

性资产称为补价。这类交易是属于货币性交易还是属于非货

币性交易，通常看补价占整个交易金额的比例。非货币性交

易会计准则规定，如果补价占整个交易金额的比例小于或者

等于25％，则认定为非货币性交易，如果这个比例大于25％

，则认定为货币性交易。如果认定为货币性交易，则对收到

的非货币性资产按公允价值计价。如果是支付补价，确定比

例的办法是，以支付的补价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或

者以支付的补价与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补价之和相比。 3、

非货币性交易的分类。按照持有非货币性资产的目的，通常

将非货币性资产分为两类，即待售资产和非待售资产。待售

资产是企业为出售而持有的非货币性资产，包括商品、短期

股票投资以及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等。除此以外，

则属于非待售资产。区别待售资产与非待售资产的关键是，

企业持有资产的目的不同。待售资产是企业为出售而持有的

非货币性资产。 非货币性交易分为同类非货币性交易和非同



类非货币性交易。其中，待售资产与待售资产相交换、非待

售资产与非待售资产相交换属于同类非货币性交易，而待售

资产与非待售资产相交换则属于非同类非货币性交易。 在一

笔交易中，如果换入资产或者换出资产中既有待售资产，又

有非待售资产，会计准则将其视为同类非货币性交易；如果

是股权与股权相交换，非货币性交易会计准则也将其视为同

类非货币性交易。 4、非货币性交易的核算原则。非货币性

交易会计核算之所以特殊，在于按什么标准确认交易损益，

换入资产应当采用什么价格入账。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

，判断交易的盈利过程是否完成，即持有换入资产的目的相

对于持有换出资产来说，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非货币性交

易盈利过程已经完成，则要确认交易损益，采用公允价值作

为计量标准，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即为交易损益

；如果盈利过程没有完成，则不能确认交易损益，换出资产

的账面价值直接就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5、非货币性

交易的披露。应当在财务报告中披露的非货币性交易信息主

要有下列几点：第一，非货币性交易的类型。第二，非货币

性交易涉及的金额。第三，非货币性交易的计价基础以及实

现的损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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