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新会计准则的变化及其影响

新会计准则与《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简称

“旧会计准则”）相比，主要在以下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新会

计准则在一定条件下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二是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损益的确认方面；三是换入资产入账价值的计价

基础方面。

新旧会计准则与税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差异如表 员所示。

新会计准则的变化主要是采用了两种计量模式：账面价

值计量模式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其中以公允价值为核心，以

账面价值为辅助。由于公允价值的使用，使得交换双方在进行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过程中均按公允价值进行计价，并按换

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当期损益，这样做

对当期资产结构、所得税费用及净资产均可能产生影响。而旧

会计准则下只有当收到补价时才确认补价中所包含的损益。

因此执行新会计准则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将会影响交换双

方的当期损益。

税法规定非货币性交易的双方均将非货币性交易分解为

出售或转让持有的非货币性资产和购置新的非货币性资产两

项经济业务进行税务处理，按照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换

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确认资产的转让所

得。这与新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的处理相近。

例：甲企业以其生产的产品 粤向乙企业换入原材料 月；

产品 粤的成本为 猿远万元，不含税售价为 源园万元；换入的原

材料 月的成本为 源圆万元，不含税售价为 源园万元。甲、乙企业

均为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员苑豫，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猿猿豫，产品 粤与原材料 月均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假设交换过

程不涉及其他税费，甲、乙企业均取得对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计算分析见表 圆（单位：万元）。

分析如下：甲企业交换前资产账面价值为 猿远万元，损益

为 园（假定不考虑其他资产损益）；在此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中，甲企业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源园万元，高于其账面价值

猿远万元，如果此次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则甲企业交换收益为

源万元（源园原猿远），原材料 月的入账价值为 源园万元，导致甲企业

当期利润增加 源万元，资产账面价值增加 源万元。

乙企业交换前资产账面价值为 源圆万元，损益为 园（假定

不考虑其他资产损益）；在此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乙企业

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源园万元，低于其账面价值 源圆万元，如

援 财会月刊渊综合冤窑49窑阴

【摘要】本文通过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旧会计准则称为“非货币性交易”）新旧会计准则的差异进行比较，结合例题来

揭示会计准则的变化及其影响，并指出《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简称“新会计准则”）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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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核算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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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此次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则乙企业交换损失为 圆万元（源园原

源圆），产品 粤的入账价值为 源园万元，导致乙企业当期利润减

少 圆万元，资产账面价值降低 圆万元。

结论：淤当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低于）其账面价值

时，将增加（减少）企业当期利润，并且增加（减少）企业资产

的账面价值；于企业采用公允价值对资产的入账价值和当期

损益进行确认，使得会计上确认的金额和税务上的应税金额

更相近，大大缩小了两者的差异。

二、新会计准则存在的问题

员援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的处理问题。

新会计准则规定将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程中发生的相关

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代价，而不作为换出资产发生的支出，

此规定虽然可以简化核算，但在现实中可能会让人迷惑。假

定甲公司以其不再用的设备与乙公司的货运汽车交换。甲公

司换出设备的账面原价为 员圆园万元，已提折旧 圆园万元，公允

价值为 员员园万元；乙公司换出的货运汽车成本为 员园园万元，公

允价值为 员员园万元。假设甲公司换入的货运汽车将作为企业

的固定资产进行使用和管理，且未对换出设备计提减值准

备。对于甲公司，税法上要求将该项非货币性交易分解成出

售设备和购入货运汽车。出售设备时，需要计算交纳的营业

税越员员园伊缘豫越缘援缘（万元），确定的转让损益越员员园原员园园原缘援缘越源援缘

（万元），购入的货运汽车成本应为 员员园万元。根据新会计准则

规定，应确定的损益越员员园原员园园越员园（万元），换入货运汽车的成

本越员员园垣缘援缘越员员缘援缘（万元）。显然，交纳的营业税是由于出售设

备才发生的税款，而新会计准则却将营业税作为换入货运汽

车发生的代价，计入货运汽车的成本。可见，新会计准则对于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并未予以合理核

算，笔者认为应将交换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税费区分为因换出

资产产生的税费和因换入资产产生的税费。换入资产的入账

价值越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垣支付的补价（原收取的补价）垣

因换入资产产生的相关税费；损益越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原换

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原因换出资产产生的相关税费。如果无法

清楚地区分这两类税费，则可规定一律作为因换入资产发生

的税费，计入换入资产的成本。

圆援 公允价值问题。新会计准则未说明公允价值是否包括

可抵扣的增值税。假如用固定资产去换存货，根据新会计准

则，换入存货的入账价值应等于换出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加

上相关税费，这里我们就有了两种选择：淤直接根据换出固定

资产的公允价值加上相关税费确认为存货的价值；于根据换

出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加上相关税费的合计数再扣除可以抵

扣的增值税后的余额确认为存货的价值。笔者认为，如换入的

资产是存货，“换入资产入账价值”应扣除“可抵扣的进项税

额”（单独反映）。

猿援 换出存货时存货跌价准备的结转问题。新会计准则并

未明确规定换出存货时存货跌价准备是和商品成本一并转入

销售成本，还是转入管理费用。茵

【摘要】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往往会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然而这一方法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局限性，对决策者有

不利的影响，需要对它进行改进。本文提出了改进折现现金流量法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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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折现现金流量法的使用原理

折现现金流量法（阅悦云法）是评价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决

策评价方法，是根据投资项目未来净现金流量（NCF），按照

基准贴现率（i）折算成贴现现值，减去初始投资额（I）得到净

现值（晕孕灾），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在对投资项目作决策时，可以使用 晕孕灾这一指标。当面

对单一投资项目决策时，若 晕孕灾跃园，则投资该项目意味着贴

现后的现金流入量大于贴现后的现金流出量，该投资项目可

以获得高于投资报酬率的回报；反之，当 晕孕灾约园则不投资该

项目。当面对互斥的投资项目决策，即在两个项目中选择一个

项目就必须放弃另一个项目，比较两个项目 晕孕灾的大小，

晕孕灾大的项目应作为投资项目考虑。我们可以从借入资本的

角度分析 DCF法的使用原理：项目初始投资额 陨可以看做是

决策者起初从资本市场借入的资本，每年该资本都会为决策

者带来现金净流入（或现金净流出）。若净现金流量为正值并

且大于借入资本，意味着借入该资本可以获得收益（晕孕灾即

为收益额），借入该资本是正确的决策；若净现金流量为负值，

说明借入的资本不但没有得到偿还，而且还会引起现有资本

投资决策中折现现金流量法的局限性及改进

晕孕灾越
贼越员

灶

（员垣蚤）贼
晕悦云贼

原陨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