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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以 物换物

的 会计处理

林志新  曹学友

近几年来，企业与企业之间以物换物的经济业务

时有发生。如何进行以物换物的会计处理，目前有关会

计制度中无明确规定，企业一般采用的处理方法为，调

整企业的有关存货账户，即借记一项存货账户，贷记另

一项存货账户。笔者认为，这种会计处理方法是错误

的。对企业间发生的以物换物的经济业务，除应视作销

售行为并计算应交增值税及消费税外，还要区分是否

需要补贴货款而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一、不需补贴货款的会计处理

不需补贴货款是指企业间以等价的货物进行物

物交换，不需要一方向另一方补付价差款，因此，双方

都应同时作购进和销售处理，计算增值税和消费税，并

结转销售成本。
例如：甲工业企业以自产的 A 产品同乙商业企业

库存的 B 商品进行物物交换，A 产品与 B 商品销售价

格（不含税）都为 200 000 元，即等价交换，A 产品的实

际成本 为 180 000 元，B 商品的进销差价率为 12% ，

甲 、乙两企 业都 为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 ，增值税率 为

17% ，A 产品与 B 商品都属应税消费品，消费税率分别

为 5% 和 8% ，则有关会计处理为：

1.甲工业企业的会计处理

（1）交换货物并作购销处理时：

借：原材料——B 材料  2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4 000

（200 000×17% ）

贷：产品销售收入——A 产品  2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 （销项 税额）34 000

（200 000×17% ）

（2）计算应交消费税时：

借：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费  10 000（200 000×5% ）

贷：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  10 000

（3）结转以物换物的销售成本时：

借：产品销售成本  180 000

贷：产成品——A 产品  180 000

2.乙商业企业的会计处理

（ 1）交换货物并作购销处理时：
借：库存商品——A 商品  2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4 000

贷：商品销售收入——B 商品  2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4 000

（2）计算应交消费税时：

借：商品销售税金及附加费  16 000

（200 000×8% ）

贷：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  16 000

（3）结转以物换物的售价销售成本时：

借：商品销售成本  200 000

贷：库存商品——B 商品  200 000

（4）结转已销商品进销差价时：
借：商品进销差价  24 000（200 000×12% ）

贷：商品销售成本  24 000

二、需要补贴货款的会计处理

需要补贴货款是指企业间以 不等价的货物进行

物物交换，一方需向另一方补付价差款，其会计处理基

本同不需补贴货款的会计处理，不同之处在于要反映

补贴货款。

承 前例 ， 假 如 B 商品销 售 价 格 （ 不 含 税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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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000 元，乙商业企业以 银行存款向甲工业企业补

付货款 46 800 元 [（200 000-160 000）×（ 1 + 17% ）]，

其他资料不变，则有关会计处理为：

1.甲工业企业的会 计处理

（ 1）交换货物 并作购销处理时：

借：原材料——B 材料  160 000

应 交 税 金——应交增值税 （进项 税额 ）27 200

（160 000×17% ）

银行存款  46 800

贷：产品销售收 入——A 产品  2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4 000

（2）计算应交消费税及结转销售成本的会计处理

同前。
2.乙商业企业的会计处理

（1）交换货物并作购销处理时：

借：库存商品——A 商品  2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4 000

贷：商品销售收入——B 商品  16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7 200（ 160 000×17% ）

银行存款  46 800

（2）计算应交消费税时：

借：商品销售税金及附加费  12 800（160 000×

8% ）

贷：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  12 800

（3）结转以物换物的售价销售成本时：

借：商品销售成本  160 000

贷：库存商品——B 商品  160 000

（4）结转已销商品进销差价时：

借：商品进销差价  19 200（160 000×12% ）

贷：商品销售成本  19 200

（工 作单位：空 军后 勤学院 六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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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金融期货进行风险管理

陈箭深  胡奕明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 、各国金融管制的

逐步放松，金融市场风险已成为企业理财过程中必须

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这类风险也称价格风险，主要起

因于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表现为因汇率变动、利率变

动、股价变动以及通货膨胀率变化等引起的企业价值

的不确定性。为控制此类风险，人们利用并创造了许多

金融工具，一些金融期货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金融期货也即金 融期货合约 （finanical fu tures 

con tract），它是指买卖 双方在期货市场以公开喊价的

方式成交后，承诺在未来某日按事先约定的价格接受

（买入）或付出（卖出）一定标准数量的某种金融资产

（或金融工具）的协议。金融期货主要有外汇期货、黄

金期货 、 利率期货和股票价格指数期货四大类。将金

融期货运用于风险管理，主要形式是套期保值。本文

将通过几个实例来说明套期保值原理的运用。

套期保值的基本思想是，在存在一笔现货交易的

基础上做一笔方向相反、期限和数量相同的期货交易。
这样，当现货市场价格发生变动时，现货上的“损益”就

会被期货上的“益损”所抵消，即将价格变动的影响降

到最低。

这一关系可用公式加以描述，

现货交易总价值：  TV
C=PC Nc

PC——现货单位价格，  N C——现货交易数量；

交易方向相反的期货交易总价值：  TV F=PF
（-N F

）

价格变动对现货的影响：  △ TV
C=△ PCNc

套期保值之后价格变动的总影响：  △ TV C- F=△ PC Nc+△ PF

（-N F
）

套期保值的目的就是要使价格变动的总影响降

到最低，即：△ TV
C- F=0。如果价格变动的总影响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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