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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19号———外币折算》中对货币性项目

与非货币性项目作出定义：货币性项目，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

资金和将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或者偿付的负

债；非货币性项目，是指货币性项目以外的项目。《〈企业会计

准则第 19号———外币折算〉应用指南》进一步指出，货币性项

目分为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负债。货币性资产包括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长期应收款等；货币性负债

包括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等。同时，《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对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又分别作出界定：货

币性资产，指持有的现金及将以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收

取的资产，包括现金、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以及准备持有至到

期的债券投资等；非货币性资产，指货币性资产以外的资产，

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资以及不准备持有至

到期的债券投资等。货币性资产是相对于非货币性资产而言

的，二者区分的主要依据是资产在将来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

益，即货币金额，是否是固定的，或可确定的。如果资产在将来

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即货币金额，是固定的，或可确定的，

则该资产是货币性资产；反之，如果资产在将来为企业带来的

经济利益，即货币金额，是不固定的，或不可确定的，则该资产

是非货币性资产。

一、会计准则中关于货币性项目与非货币性项目的划分

现行会计准则中涉及货币性项目与非货币性项目划分的

主要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与外币折算。

1援 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应用。基于货币性资产与非

货币性资产的划分，我们可以将一个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

与另一个企业之间的资产交换分为以下四种类型：淤以货币

性资产与另一个主体的货币性资产相交换；于以货币性资产

与另一个主体的非货币性资产相交换；盂以非货币性资产与

另一个主体的货币性资产相交换；榆以非货币性资产与另一

个主体的非货币性资产相交换。

前三类交易中，至少都有一方涉及货币性资产，我们可称

其为货币性资产交换。货币性资产交换能较好地解决资产的

计价问题。这是因为，货币性资产其未来金额固定或可确定，

所以我们通常以货币性资产或以货币性资产为主导进行资产

计价，包括对所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的计价。问题在于第四种

情况下，交易双方都用非货币性资产进行交换，用于交换的资

产其未来金额均是不固定或不可确定的，那么对于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中换入的资产如何计价，换出的资产是否应确认损

益，就成为我们需要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我们采取的办法

是，按照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以及公允价值是否能够可靠

计量采用两种不同的处理办法，从而解决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所遇到的问题。如此看来，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应用货币性

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的概念目的在于对特殊的情况（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进行特别的规范和处理。

2援 在外币折算中的应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9号———外

币折算》规定，对于企业发生的外币业务在期末或结算时应分

别货币性项目与非货币性项目进行处理。即期末或结算货币

性项目时，应以当日即期汇率折算外币货币性项目，该项目因

当日即期汇率不同于该项目初始入账时或前一期末即期汇率

而产生的汇率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

币非货币性项目，资产负债表日不改变其原记账本位币金额，

因此不产生汇兑差额；对于以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的

非货币性项目如存货，若其可变现净值以外币确定，则在确定

存货的期末价值时，先将可变现净值折算为记账本位币，再与

以记账本位币反映的存货成本进行比较。由此可见，之所以要

对资产负债项目进行这样的划分，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是

因为汇率变动对货币性项目和非货币性项目有着不同的影

响，货币性项目由于要遭受汇率变动的风险，因此要按期末的

现行汇率进行折算；而非货币性项目的外币价值不是固定不

变的，它们将随着当地通货贬值或升值后当地进口物价的上

涨或下跌而变动，即不受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它们应按取得

时的即期汇率进行折算，而无需在期末或结算时进行调整。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 19号———外币折算〉应用指南》中

对于境外经营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经济的判断也引入了非货币

性资产的概念，即“公众倾向于以非货币性资产或相对稳定的

货币性与非货币性项目划分

的准则规定及应用影响

任 玲 陈 丹

渊辽宁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鞍山 114051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 110179冤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货币性项目与非货币性项目划分的应用规定，揭示这种划分对会计准则中

相关事项的会计处理的影响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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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来保护自己的财富”。在此引入非货币性资产概念的原因

在于在物价变动的情况下，企业持有货币性资产会产生购买

力损益。当通货膨胀时，由于购买力下降，持有货币性资产会

蒙受购买力损失，而非货币性项目的金额将随着当地通货贬

值而上涨，所以持有非货币性资产不会蒙受购买力损失。因此

将“公众倾向于以非货币性资产或相对稳定的外币来保护自

己的财富”作为判断境外经营是否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经济的

一个特征来加以考虑。

二、货币性项目与非货币性项目划分的作用及其影响

1援 划分货币性项目与非货币性项目的目的。区分货币性

项目与非货币性项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淤解决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易中换入资产的计价问题；于解决

由于汇率变动而对外币计价结算的货币性项目与非货币性项

目产生不同影响的问题。货币性项目与非货币性项目之所以

会产生不同的会计处理，问题就在于两者未来收取或支付的

金额一个是固定或可确定的，另一个是不能够固定或可确定

的，这一差异会导致两类项目在资产计价模式、汇率变动、购

买力变动等情况下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需要分别针对不同

情况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式。

2援 对所得税会计中暂时性差异的影响。虽然在《企业会

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中并未直接引入货币性项目与非

货币性项目这一分类及相关概念，但资产、负债项目的性质对

所得税会计中暂时性差异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1）货币性资产项目的暂时性差异。资产的暂时性差异是

指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而资产的计税

基础是指企业在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对于

货币性资产由于其在将来某一特定时日可收回的金额是固定

的，其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与其可收回的账面价值

必定是相等的，因此对货币性资产项目来说，不论是依据会计

准则得到的账面价值，还是依据所得税法得到的计税基础，都

应该是一致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货币性资产项目不产生暂

时性差异。

（2）货币性负债项目的暂时性差异。由于货币性负债的未

来偿付金额及偿付时间是固定或可确定的，该义务按照确定

的金额入账后，其账面价值通常不会在未来发生变动，因而也

就不会形成暂时性差异。

一般而言，货币性资产、负债项目不形成暂时性差异。有

些通常被认为是货币性项目的资产、负债项目会产生暂时性

差异，如应收账款等，是因为该资产、负债项目此时已不再是

严格意义上的货币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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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商品销售，是指购买方依照有关协

议有权退货的销售方式。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销售退回，如果

企业不能根据以往经验合理估计退货的可能性，通常在售出

商品退货期满时确认收入。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销售

退回，如果发生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的，只需做与发出

商品时相反的会计处理即可，不需要调整所得税，增值税、所

得税税务处理与会计处理一致。如果销售退回发生在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之后，应借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贷记“以

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下一年度通过“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

抵减多交的所得税。

一、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前发生的销售退回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涉及报告年度所属期间的销售退

回发生于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应调整报告年度利

润表的收入、成本等，并相应调整报告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以

及报告年度应缴纳的所得税等。

例1：2009年12月甲公司接受乙公司的订单，为其生产一

批按摩椅。2009年12月26日，甲公司将生产好的按摩椅销售给

乙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销售价格为200万元，增值

税为34万元，货物的销售成本为150万元。根据双方协议，产品

3个月内如不满意乙公司有权退货。甲公司根据以往经验，估

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前后

销售退回的财税处理

田 璇

渊山东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山东淄博 255049冤

【摘要】本文分别对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前发生的销售退回及所得税汇算清缴后发生的销售退回举例加以分析，

为相关实务提供借鉴。

【关键词】所得税汇算清缴 附有销售退回条件的商品销售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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