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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企业“以旧换新”取得资产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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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取得资产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不同的取得方

式，其会计处理方法也就不同。本文主要谈谈企业以旧

资产换入新资产的会计处理。

以旧资产交换取得新资产的会计处理的关健问题

在于：如何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和处理换出资产的损

益。对此，在实务中，通常可用两种方法来解决。

第一种：不确认换出资产的损益。换入资产的成本

以下列方式确定：换出资产的帐面净值（如换出的资产

为固定资产，则资产的帐面净值即为固定资产的原始

成本扣减累计折旧之后的余额），加上交换时尚需支付

的现金；如果交换时，对方还支付了部分现金，则应冲

减换出资产的帐面净值。

第二种：确认换出资产的损益。换入资产的成本以

换出资产的公平市价，加上交换时尚需支付的现金计

算；如果交换时，对方还支付了部分现金，则应冲减换

出资产的公平市价。换出资产的市价与帐面净值之间

的差额，作为换出资产的损益，在交换当期计入损益。

如果换出资产的市价不易获得，那么可以以换入资产

的市价为入帐基础，减去另外可能支付的现金，或加上

另外可能收到的现金来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同样，以

此成本与换出资产的帐面净值比较，差额部分作为当

期损益确认。

例：某企业以一台旧设备 A 换入一台新设备 B，旧

设备的原始成本为 100 000 元，已计提折旧 80 000 元，

设备 A 的市价为 30 000 元。换入新设备时，该企业另

支付 20  000 元。

当采 用第一种方法时，换入资产的成本就是

100 000-80 000+ 20 000= 40 000 元。可作如下会计

分录：

借：固定资产
——B  40 000

累计折旧  80  000

贷：固定资产
——

A  100 000

银行存款  20  000

当 采 用第二种方法时，换入资产的成本就是

30  000 + 20 000 = 50 000 元。换出资产的损益就是

30 000-（100 000-80 000）= 10 000 元。并作如下会

计分录：

借：固定资产——B  50 000

累计折旧  80  000

贷：固定资产——A  100 000

银行存款  20  000

待处理财产损溢  10 000

（待处理财产损溢作为营业外收入或支出处理）。

很显然，以上两种方法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其原因

就在于前一种方法不确认换出资产的损益；而后一种

方法正好相反，在交换时确认换出资产的损益。第一种

方法的合理性在于：资产只有在使用或转让（包括出

售）时，才能产生收益。以旧资产换入新资产，旧资产的

功能和用途仍由新资产来继续完成，因此旧资产的帐

面净值应转入新资产的成本，当然也就不能确认换出

资产的损益。第二种方法的合理性在于：如果旧资产的

帐面价值转入新资产的成本，那么旧资产的计量出现

错误时，将会使错误一直延续下去，从而违背了会计核

算的真实和公正性。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例如，

旧固定资产在计提折旧时，可能出现有效使用年限预

计错误，从而出现多提或少提折旧的情况，导致损益产

生。

第一种方法实际上是假定换入的资产与旧资产是

同一种类型，而第二种方法则忽视了这种类型。因此，

以上两种方法都存在不完备和不合理之处。合理的做

法是，区别取得的资产与交换出去的资产同类或不同

类，分别情况进行会计处理。如果交换取得的资产是与

换出资产同类的资产，那么换出资产的产生收益的过

程可以认为没有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换出资产的

市价低于其帐面净值，那么在遵从稳健原则的情况下，

应确认换出资产发生的损失；反之，如果换出资产的市

价高于其帐面净值，则不能确认换出资产产生的未实

现收益。如果交换取得的资产是与换出资产不同类的

资产，那么换出资产的获利过程可以认为已经完成，所

有换出资产的损益应于交换的当期计入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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