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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和计量

企业应当分别按照下列原则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换入资产进行确认，对换出资产终止确认。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原则

项目 确认时点

换入资产 换入资产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

认

换出资产 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量原则

公允价值计量：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下列两个条件的，应当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

①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②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账面价值计量：不能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采用账面价值计量

1.商业实质的判断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1）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

（2）使用换入资产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继续使用换出资产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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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因其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不同，一般来说其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风险、时间分

布或金额也不相同，因而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之间的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通常较易判断。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

1.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下列两个条件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

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2）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提示】在考虑了补价因素的调整后，正常交易中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通常是一致的。

1.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处理

（1）换入资产成本

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或＝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可靠】＋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提示】

对于为换入资产发生的直接相关税费的处理与各类资产的初始计量原则一致。如：存货、固定资产等直接相

关税费计入初始入账金额；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控股形成的长投直接相关税费计入当期损益。

涉及补价情形，换入资产成本



＝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换出资产增值税销项税额－换入资产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支付的应计入换入资

产成本的相关税费+支付的补价的公允价值（-收到的补价的公允价值）

（2）换出资产的会计处理

应当在终止确认时，将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处置】

【提示】与换出资产有关的相关税费与处置资产相关税费的会计处理一致，如换出固定资产支付的清理费用

计入资产处置损益，换出应税消费品应交的消费税计入税金及附加等。

换出资产处置损益的确定

资产类别 处理原则

固定/无形资产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资产处置损益。

投资性房地产 按公允价值确认其他业务收入，按账面价值结转其他

业务成本，同时结转其他综合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计入其他业务成本。

长期股权投资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同时结转

其他综合收益【可结转损益】、资本公积计入投资收

益。

其他债权投资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同时结转

其他综合收益计入投资收益。

例题 6

【判断题】（2022 年）企业以换出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换入的无形资产时，应将固定资产的公允

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资产处置损益。（ ）

分析

【答案】√

例题 7

2021 年 5 月 1 日，甲公司以 2019 年购入的生产经营用设备交换乙公司生产的一批钢材，甲公司换入的钢材

作为原材料用于生产，乙公司换入的设备继续用于生产钢材。甲公司设备的账面原价为 1 500 000 元，在交换

日的累计折旧为 525 000 元，公允价值为 1 404 000 元。甲公司此前没有为该设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此外，

甲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清理费 1 500 元，乙公司钢材的账面价值为 1 200 000 元，在交换日的市场价格为 1 404

000 元，计税价格等于市场价格，乙公司此前也没有为该批钢材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甲公司、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3%。假设甲公司和乙公司在整个交易过程

中没有发生除增值税以外的其他税费，甲公司和乙公司均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分析

本例中，整个资产交换过程没有涉及收付货币性资产，因此，该项交换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甲公司以固定资产换入存货，换入的钢材是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乙公司换入的设备是生产用设备，两项

资产产生的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两项资产的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同时，两

项资产的公允价值都能够可靠地计量，符合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的条件。假设无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

公允价值更加可靠，因此，甲公司和乙公司均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并确

认产生的相关损益。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清理 975 000

累计折旧 525 000

贷：固定资产 1 500 000



借：固定资产清理 1 500

贷：银行存款 1 500

借：固定资产清理 182 52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82 520

（1 404 000×13%）

借：原材料 1 404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82 520

贷：固定资产清理 1 586 520

借：固定资产清理 427 500

贷：资产处置损益 427 500

其中，资产处置损益的金额为换出设备的公允价值 1 404 000 元与其账面价值 975 000 元（1 500 000-525 000）

并扣除清理费用 1 500 元后的余额，即 427 500 元。

乙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 1 404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82 52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404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82 520

借：主营业务成本 1 200 000

贷：库存商品 1 200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