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在等价交换假设的基础上探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公允价值的会计计量问题，进而探讨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准则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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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价交换假设在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会计核算中的运用

一尧等价交换假设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公允价值的计量

等价交换假设就是假定企业发生的交易属于等价交换。

如果是物物交换，等价交换意味着交易双方相互交换的物与

物的价值相等；如果是商品与货币交换，等价交换意味着买方

得到商品的价值等于他所付出的货币价值，卖方付出商品的

价值等于他得到的货币价值。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中的普遍

现象，因此将等价交换假设作为会计处理的前提是合理的。这

一假设对于理解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方法更是必

需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处理的两个核心问题是换入资产

成本的计量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的计量，分为下面两种

情况：淤如果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并且换出资产

或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至少有一项能够可靠计量，则采用公

允价值计量属性，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

认为损益；于如果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换

出资产和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都不能够可靠计量，则采用历

史成本计量属性，不确认损益。

由此可见，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处理的两个核心问题

可以归结为互换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

可以分为两种：淤间接计量法，已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利

用等价交换假设推算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或者已知换入资

产的公允价值，利用等价交换假设推算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于直接计量法，采用间接计量法以外的方法获取公允价值。互

换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具体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淤如果互

换资产的公允价值都不能可靠计量（即不能可靠直接计量），

则不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于如果互换资产的公允价值只有

一项能够可靠计量（即能够可靠直接计量），则另一项资产的

公允价值可以采用间接计量法取得。盂如果互换资产的公允

价值都能够可靠计量（即能够可靠直接计量），这时换出资产

和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都可以得到，如果两者不相等则破坏

了等价交换假设，说明这两个公允价值的可靠程度不同，需要

判断哪一个更加可靠。如果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则

采用直接计量法计量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采用间接计量法

确定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反之类推。

二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第三条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淤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于换入资产或换出

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公允

价值均能够可靠计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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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

价值更加可靠的除外。为了便于理解和认识其中存在的问题，

可以将其分解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规定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计量换入资产成本

的条件，即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并且换出资产或

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至少有一项能够可靠计量。

第二部分规定选择计算换入资产成本的公允价值基础的

条件。条件 A：如果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均能够可靠

计量，则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成本。条

件 B：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则

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

第三部分规定了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方法：

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垣支付的税费 （1）

第二部分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条件 A和条件 B有重复，

这增加了公允价值基础选择的随意性。为了明确起见，条件 A

可以修改为：如果换出资产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并且可靠

性高于或等于换入资产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则以换出资产的

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资产成本。第二部分存在的另一个

问题是选出的公允价值基础的作用不明确，在会计准则里没

有相关规定。从字面上看，条件 A选出的是换出资产的公允

价值，条件 B 选出的是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它们的作用

是计算换入资产的成本。这样公式（1）就可以分解为如下两

个公式：

满足条件 A时：

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垣支付的税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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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条件 B时：

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垣支付的税费 （3）

为简化分析，我们只考虑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相关的增

值税，不考虑其他相关的税费，也不考虑补价，则公式（1）可以

表述为：

满足条件 A时：

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垣换出资产的销

项税额 （2'）

满足条件 B时：

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垣换出资产的销

项税额 （3'）

等价交换假设表现为：

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垣换出资产的销项税额=换入资产

的公允价值垣换入资产的进项税额 （4）

企业换出的价值包括两部分：非货币性资产的价值（不含

增值税）和增值税销项税额，企业换出的价值合计为“换出资

产的公允价值垣换出资产的销项税额”。同样企业换入的价值

也包括两部分：非货币性资产的价值（不含增值税）和增值税

进项税额，企业换入的价值合计为“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垣换

入资产的进项税额”。公式（4）所表达的是“换出的价值等于换

入的价值”。

由公式（4）可以推导出：

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垣换入资产

的进项税额原换出资产的销项税额 （5）

将公式（5）代入公式（2'）得到：

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垣换入资产的进

项税额

如果增值税进项税额独立核算，则换入资产的成本不应

当包含换入资产的进项税额，因此在增值税进项税额独立核

算时，公式（2）是错误的。公式（2）只有在价税合并核算时才是

正确的。

在增值税进项税额独立核算时，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入

资产的公允价值，而公式（3'）计算的换入资产的成本，在换出

资产的销项税额大于零时，高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因此公

式（3）是错误的。在价税合并核算时，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入

资产的公允价值垣换入资产的进项税额，可见公式（3）仍然是

错误的。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换入资产成

本的计算方法，只有在采用间接计量法确定换入资产的公允

价值并且价税合并核算时才是正确的，在其他情形下是错误

的。

三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处理举例

例：甲公司为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乙

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征收率为 6%。甲公司用

一批库存商品与乙公司的一批材料交换。假定库存商品的公

允价值和计税价格均为 10 000元，甲公司应支付增值税销项

税额 1 700元。假定乙公司材料的公允价值和计税价格均为

12 000元，乙公司应支付增值税销项税额 720元。假定该项交

易具有商业实质。

甲公司换出资产的价值=10 000+1 700=11 700（元），乙

公司换出资产的价值=12 000+720=12 720（元），两者不相等，

破坏了等价交换假设，这说明库存商品的公允价值 10 000

元、材料的公允价值 12 000元的可靠性不同，因此要对其可

靠程度做出判断，选择可靠程度高的公允价值作为会计处理

的基础。甲公司为一般纳税人，采用价税分离的方法核算增值

税进项税额，乙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采用价税合并的方法核

算增值税进项税额。

（一）甲公司的会计处理

1. 间接计量。假定换出的库存商品的公允价值 10 000元

更为可靠，采用间接计量法计算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换入资

产的成本=10 000+1 700原720=10 980（元）。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 10 98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720元；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 700元，主

营业务收入 10 000元。

材料的成本以换出商品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确认的

主营业务收入为换出商品的公允价值；而增值税进项税额和

销项税额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依据确定。

2. 直接计量。假定换入材料的公允价值 12 000元更为可

靠，直接采用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入账成本。这也说明甲

公司原估计的库存商品的公允价值可靠性不高，依据等价交

换假设，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重新估算的换出资产

的公允价值=12 000+720原1 700=11 020（元）。做如下会计分

录：借：原材料 12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720元；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 700

元，主营业务收入 11 020元。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反映了更

为可靠的换出商品的公允价值。

（二）乙公司的会计处理

1. 间接计量。假定换出材料的公允价值 12 000元更为可

靠，换入资产的成本=12 000+720=12 720（元）。做如下会计分

录：借：库存商品 12 720元；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720元，其他业务收入 12 000元。其他业务收入按换

出材料的公允价值反映。

2. 直接计量。假定换入商品的公允价值 10 000元更为可

靠，采用直接计量法计算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换入资产的成

本=10 000+1 700=11 700（元）。做如下会计分录：借：库存商

品 11 700元；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720

元，其他业务收入 10 980元。

换入商品的公允价值 10 000元更为可靠，说明乙公司原

估计的原材料的公允价值可靠程度不高，依据等价交换假设，

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重新估算的换出资产的公允价

值=10 000+1 700原720=10 980（元）。由此可见，其他业务收入

是按换出材料的公允价值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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