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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变动损益、资产减值损失等未实现利得和损失纳入了利

润表，并单独予以列示，以使企业披露的财务业绩信息更加全

面、具体。更重要的是，这样计算得出的净利润结果更能准确、

合理地反映资产价值变动情况，也能更加充分地揭示企业资产

的质量状况。

5. 向综合收益表过渡。通过分析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关于

财务报表列报的规定，可以发现我国财务报表列报并没有采

取西方的一表法或两表法，而是在传统利润表的基础上添加

若干利得和损失项目，如“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这样对于

传统利润表难以反映的、因环境或事件所引起的未实现的资

产价值变动都进行了反映。利润表框架的这一变动可以看做

是向综合收益表的迈进。

三、资产负债观符合我国财务报告的目标

关于财务报告的目标，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即受托责任

观和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起源于两权分离，在两权分离条

件下，委托方关注的是受托方的经营成果、资本保值增值情况

和资本偿还风险等信息，而这些信息都需要在利润表中体现。

而且收入费用观以收益确认为起点，强调利润表的质量，因此

收入费用观体现的正是受托责任观的要求。

在我国，长期以来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财务报告目标一

直强调受托责任观。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所面临的经

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要求我国财务报告目标也随之

发生变化。《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四条明确指出：财

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

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

决策。由此可见，我国财务报告的目标在受托责任观的基础上

还要满足决策有用观的要求。资产负债观要求按净资产的变

动（不包括自身变动的情况）来确认损益，有利于真实地反映

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创造能力，与决策有用观的要求一致。既

然我国财务报告目标由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转化，那么

资产负债观自然会受到青睐，利润表框架构建中也必然体现

出相应的思想。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以及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进

一步趋同，最终我国财务报告的目标将由受托责任观完全转

移到决策有用观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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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第三条规

定，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和换出资

产的公允价值均能够可靠地计量，则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

价值作为确定换入资产成本的基础，同时确认换出资产的损

益。可用如下公式表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越换出资产的公

允价值依补价依相关税费；换出资产损益越换出资产的公允价

值原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在会计实务中，如果换入的是非存

货类资产，则运用上述公式不会产生异议，但如果换入的是存

货，运用上述公式进行会计处理就不太合理了，下面通过举例

来予以说明。

一、不涉及补价的情况

例 1：A公司以其使用中的一台机器（原价 100万元，已

提折旧 20万元，公允价值 100万元）换入 B公司生产的一批

产品（成本 80万元，公允价值和计税基础均为 100 万元），A

公司将换入产品用于本企业生产。A、B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豫，双方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交易价格公允，交易过程除增值税以外不考虑其他税费，该项

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由于符合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条件，则按上述公式 A公司

会计处理如下：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越100原100伊17豫越83（万

元）；换出资产损益越100原80越20（万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800 000元，累计折旧 200 000元；贷：

固定资产 1 000 000元。借：原材料 830 000元，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0 000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800 000

元，营业外收入 200 000元。

可见，在这种处理方式下，A公司将换入产品的入账价值

确认为 83万元，而对于此项交换 A公司应按公允价值计量，

即换入产品的入账价值为 100万元，所以在非货币性资产交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换入存货会计处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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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中如果换入的是存货，则不能利用上述公式进行会计处理。

在这里，引入“换出资产实现的公允价值”这个概念对上

述公式进行调整。如例 1，A公司换入的不仅是存货，还有与

存货相关的进项税额 17万元（可抵扣），所以 A公司换出机

器实现的价值不仅包括公允价值 100万元，还包括可抵扣的

进项税额 17万元，即 A公司换出机器实现的价值为 117万

元。由于公允价值是由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在公平交易中自

愿形成的交易价格，A公司与 B公司自愿进行该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因此 117万元应是 B公司承认并接受的价格。调整

后的计算公式如下：换入存货的入账价值越换出资产实现的

价值依相关税费；换出资产损益越换出资产实现的价值原换出

资产账面价值。

按调整后的公式，A公司应作如下处理：换入存货的入账

价值越117原17越100（万元）；换出资产损益越117原80越37（万

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800 000元，累计折旧 200 000元；贷：

固定资产 1 000 000 元。借：原材料 1 000 000元，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0 000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800 000元，营业外收入 370 000元。

二、涉及补价的情况

对于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只需在上述调整后

的公式中考虑补价即可，即：换入存货的入账价值越换出资产

实现的价值依补价依相关税费；换出资产损益越换出资产实现

的价值原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下面仍通过举例进行说明。

1援 足额支付补价。

例 2：A公司以其使用中的一台机器（原价 100万元，已

提折旧 40万元，公允价值 80万元）换入 B 公司生产的一批

产品（成本 80万元，公允价值和计税基础均为 100万元），A

公司将换入产品用于本企业生产，并支付补价 20万元。A、B

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豫，双方

不存在关联方关系，交易价格公允，交易过程除增值税以外不

考虑其他税费，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按调整后的公式，A 公司换出机器实现的价值为 97 万

元，则换入存货的入账价值越97垣20原17越100（万元）；换出资

产损益越97原60越37（万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600 000元，累计折旧 400 000元；贷：

固定资产 1 000 000 元。借：原材料 1 000 000元，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0 000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600 000元，营业外收入 370 000元，银行存款 200 000元。

2援 足额收到补价。

例 3：A公司以其使用中的一台机器（原价 100万元，已

提折旧 20万元，公允价值 120万元）换入 B公司生产的一批

产品（成本 80万元，公允价值和计税价值均为 100万元），A

公司换入产品用于本企业生产，并收到补价 20万元。A、B公

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豫，双方不

存在关联方关系，交易价格公允，交易过程除增值税以外不考

虑其他税费，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按调整后的公式，A公司换出机器实现的价值为 137万

元，则：换入存货的入账价值越137原20原17越100（万元）；换出

资产损益越137原80越57（万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800 000元，累计折旧 200 000元；贷：

固定资产 1 000 000 元。借：原材料 1 000 000元，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0 000元，银行存款 200 000

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800 000元，营业外收入 570 000元。

3援 未足额支付补价。

例 4：A公司以其使用中的一台机器（原价 100万元，已

提折旧 40万元，公允价值 80万元）换入 B公司生产的一批

产品（成本 80万元，公允价值和计税基础均为 100万元），A

公司将换入产品用于本企业生产，由于 B公司急于出手该批

产品，A公司仅支付了补价 15万元。A、B公司均为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豫，双方不存在关联方关

系，交易价格公允，交易过程除增值税以外不考虑其他税费，

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按调整后的公式，A公司少付 5万元补价，相当于换出机

器实现的价值增加 5万元即 102万元（80垣17垣5），应作如下

处理：换入存货的入账价值越102垣15原17越100（万元），换出资

产损益越102原60越42（万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600 000元，累计折旧 400 000元；贷：

固定资产 1 000 000 元。借：原材料 1 000 000元，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0 000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600 000元，营业外收入 420 000元，银行存款 150 000元。

4. 未足额收到补价。

例 5：A公司以其使用中的一台机器（原价 100万元，已

提折旧 20万元，公允价值 120万元）换入 B公司生产的一批

产品（成本 80万元，公允价值和计税基础均为 100万元），A

公司将换入产品用于本企业生产，由于急于出手该机器，仅收

到补价 15万元。A、B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

值税税率为 17豫，双方不存在关联方关系，交易价格公允，交

易过程除增值税以外不考虑其他税费，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

质。

按调整后的公式，A公司少收 5万元补价，相当于换出机

器实现的价值减少 5万元即 132万元（120垣17原5），应作如下

处理：换入存货的入账价值越132原15原17越100（万元）；换出资

产损益越132原80越52（万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800 000元，累计折旧 200 000元；贷：

固定资产 1 000 000 元。借：原材料 1 000 000元，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0 000元，银行存款 150 000

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800 000元，营业外收入 520 000元。

三、多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在进行多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时，如果换入的资产中有

存货，也可参照上述调整后的公式计算，即：换入资产的总入

账价值越换出资产实现的总价值依补价依相关税费；换出资产

总损益越换出资产实现的总价值原换出资产的总账面价值。

与前述方法不同的是，在算出换入资产的总入账价值后，

还要将此总入账价值在换入的各项资产之间进行分配，其分

配方法可参照准则中的有关要求进行，这里不再赘述。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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