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情况下，企业或有事

项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

披露应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但部分

或有事项并未由该准则直接规

范。笔者拟对这些游离于或有

事项准则之外的特定或有事项

进行探讨。

1. 存货。企业为执行销售

合同或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

货，通常应当以产成品或商品

的合同价格作为其可变现净值

的计算基础。如果企业持有的

存货数量少于销售合同的订购

数量，实际持有的与该销售合

同相关的存货应按销售合同所

规定的价格作为可变现净值的

计算基础。如果该合同为企业

亏损合同，应同时按照或有事

项的会计处理原则确认预计负债。

2. 长期股权投资。对于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

资，投资企业在确认分担被投资单位发生的亏损时，应综合考

虑长期股权投资及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

期权益项目的账面价值。在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减记至

零的情况下，如果仍有未确认的投资损失，应以其他长期权益

项目的账面价值为基础继续确认。另外，投资企业在确认应分

担被投资单位的净损失时，还应考虑在投资合同或协议中是

否存在履行其他额外损失的补偿义务，按照或有事项的会计

处理原则确认预计将承担的损失金额。

3. 职工薪酬。与或有事项相关的职工薪酬主要表现在辞

退福利中。企业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按照辞退计划条款的

规定，合理预计并确认辞退福利产生的负债。其中，对于职工

没有选择权的辞退计划，应当根据计划条款确定拟解除劳动

关系的职工数量，对每一职位的辞退补偿等计提应付职工薪

酬（预计负债）。对于自愿接受裁减的建议，企业应当根据或有

事项处理原则，预计将会接受裁减建议的职工数量，并据此对

每一职位的辞退补偿标准等计提应付职工薪酬（预计负债）。预

计接受裁减的职工数量可以根据最可能发生的数量确定，也

可以按照各种发生数量及其发生概率计算确定。

4. 企业合并。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购买方确定

合并成本时，当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中规定视未来或有事项

的发生而对合并成本进行调整时，如果相关要求符合或有事

项准则规定的确认条件的，也应作为企业合并成本的一部分。

例如，企业合并合同中规定，如果被购方连续两年净利润超过

一定水平，购买方需支付额外的对价。如果在购买日预计被购

方的盈利水平很可能会达到合同规定的标准，应将按照合同

或协议约定需支付的金额计入企业合并成本，同时确认为预

计负债。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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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1. 账面价值计量模式下多项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新准

则规定，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涉及多项资产，不符合商业实

质或者换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时，换入的多

项非货币性资产应以换入各项资产的原账面价值占换入资产

总的原账面价值的比例来分配总的入账成本。那么，换入多项

资产方必须取得换出方关于这些多项资产的原账面价值，否

则就无法确定这个分配比例。而且按照原账面价值的比例来

分配，是否会导致各项资产的入账价值与实际价值严重偏离

呢？因为原账面价值是历史成本信息，按这样的比例来分配，

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显然不具有相关性。

2. 存货交换中确认营业收入有悖交易实质。在非货币性

交易中涉及存货时，如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则其会计处

理以存货的公允价值作为“营业收入”入账，同时结转成本，收

入与成本配比后得到存货的转让损益。这里有三点值得考虑：

首先，确认营业收入符合“销售”这一行为的本质吗？其次，就

算是视同销售，此举也会导致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变，进而带来

财务分析上的问题。比如，报表使用者要分析企业的盈利能

力、市场占有率、市场前景等，那么他必然参考“营业收入”这

一财务信息，这无形中就夸大了企业的市场盈利能力。再次，

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各项制度尚待完善的现实条件下，公允

价值的评估具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公允价值的“公允性”值

得怀疑和商榷。

二、改进建议

1. 多项换入资产入账价值以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配。当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涉及多项资产，不符合商业实质或者换入、

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时，可以规定，换入的多项

非货币性资产应以换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占换入资产总的

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配总的入账成本。这样，可以避免换入资

产入账价值与实际价值之间的严重偏离，使各项资产以较接

近实际价值的金额入账。当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除外。

2. 以“营业外损益”来计量转让存货的损益。在公允价值

计量模式下，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涉及存货时，存货转让损益

计入“营业外损益”。也就是说，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

交换相同，用存货去交换其他非货币性资产发生的转让损益

也是企业利润总额的一部分，但不是企业通过其主营业务生

产经营所取得，故不计入营业收入，避免企业虚增营业收入，

误导报表使用者。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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