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本、相关负债或当期营业外支出。

2. 上述商品被本企业内部耗用。不应对发出商品作销售

处理，而只能结转发出商品成本，并计交相关税费。会计处理

为：借记“在建工程”、“研发支出”、“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贷

记“库存商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等科目。

需要说明的是，该类经济业务的计税方法、基数与上述不

具有商业实质的企业发出商品业务相同。但作为价内税的消

费税，此时应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冲减相关负债的价值，而不

能计入当期损益。茵

小议企业特殊的商品

发出业务的账务处理

湖南衡阳 黄清泉

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除正常的收款销售、委托代销以

及以赊销方式销售自产商品外，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商品发出

业务，如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作为投资

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用于集

体福利或个人消费、无偿赠送给他人等。对此类商品发出业务

的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没有进行明确的规范。笔者认为，

对上述特殊的商品发出业务，应区分商品发出的用途和对象，

分别作不同的会计处理。

1. 将上述商品发给本企业以外的接受对象。一般应对发

出商品作正常销售处理，确认销售收入，结转发出商品成本，

并计算缴纳相关税费。具体分下列两种情况处理：

（1）企业发出商品业务具有商业实质，且其公允价值能够

可靠计量的，应将其作为一般商品销售业务，确认销售收入。

例如，将商品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用于个人消费、

用于抵偿债务以及用于具有商业实质且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

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确认商品销售收入时，借记“应

付职工薪酬”、“应付股利”、“应付账款”、“长期股权投资”等科

目，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科目。结转发出商品成本时，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

贷记“库存商品”科目。如果发出的商品属于应征消费税的，还

应计交消费税，借记“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贷记“应交税

费———应交消费税”科目。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消费税属于价内税，已包含在已确认

的销售收入中，所以企业计交的消费税应计入当期损益。对于

从价定率计交消费税的商品，当纳税人将商品用于换取生产

资料和消费资料、投资等方面时，纳税人应当以同类应税消费

品的最高销售价格作为计税依据计交消费税，而不能采用平

均价格计交消费税。

（2）企业发出商品业务不具有商业实质，或其公允价值不

能够可靠计量的，则不能将其作为一般商品销售业务，而只能

结转发出商品成本，并计交相关税费。例如，将商品对外捐赠、

用于不具有商业实质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结转发出商品

成本时，借记“营业外支出”、“库存商品”、“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等科目，贷记

“库存商品”、“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应交

税费———应交消费税”等科目。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企业不能对发出商品确认收入，只能

结转相应的成本，因此作为价内税的消费税，应计入相关资产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中相关税费之会计处理

长沙 李瑞兰

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界对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发生的

相关税费应如何处理有着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与换入资产相关的税费，应计入换入资产的成

本，与换出资产相关的税费，不应计入换入资产的成本而应计

入当期损益。持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

换入环节实际上是非货币性资产的购置过程，因此换入资产

的入账价值应按照外购该项资产时的初始计量方法确定。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换出环节实际上是非货币性资产的处置或

销售过程，所以在换出环节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与处置或销售

同类非货币性资产时应支付的相关税费是相同的，即除增值

税销项税额外，其他各项税费都不应计入换入资产的成本而

应计入当期损益。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

程中，不管是在换入环节还是在换出环节发生的相关税费，凡

是应由换入方支付的相关税费都应计入换入资产的成本。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主要理由是：

淤既然会计准则有明确规定，我们就应当严格按照会计准则

的规定进行处理。于第一种观点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划分为

换入和换出两个环节，从而对换入环节与换出环节发生的相

关税费进行不同的会计处理，这种做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

过多地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割裂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换

出环节发生的相关税费实际上也与换入资产相关，如果不是

为了换入资产，也就不会换出资产，更不会发生相关的税费。

所以笔者认为，不管是换入环节还是换出环节发生的相关税

费，事实上都与换入资产有关，是为了换入资产而支付的对价

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应予以资本化，计入换入资产的成本。

盂当难以区分是换入环节还是换出环节发生的相关税费时，

人为地将已经发生的相关税费视作与换入环节相关或与换出

环节相关的做法不太妥当。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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