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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列教材第一版是由我国当时的重大会计改革催生的。
那次会计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会计管理部门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沿用的通过制定和审
定分部门、分所有者的统一会计制度来规范各基层单位会计工作的模式，而代之以制定所有企业均适
用的会计准则来指导会计核算工作的模式”（阎达五，系列教材第一版总序）。
在编写系列教材第一版时我们关注两个重点：一是适应我国会计制度从苏联模式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
方模式的转变，教材的编写遵循1992年颁布的“两则两制”（“两则”是指《企业会计准则》与《企
业财务通则》，“两制”是指行业会计制度与行业财务制度）的要求；二是教材之间尽可能避免重复
。
1993年7月起开始陆续出版的系列教材第一版，共有9本，即《初级会计学》、《财务会计学》、《成
本会计学》、《经营决策会计学》、《责任会计学》、《高级会计学》、《财务管理学》、《审计学
》、《计算机会计学》。
　　系列教材第二版从1997年10月起陆续出版。
第二版的主要变化是根据各兄弟院校的课程设置情况，将《经营决策会计学》与《责任会计学》合并
为《管理会计学》。
　　系列教材第三版从2001年11月起陆续出版。
“第三版修订工作除了因国家修订《会计法》、国务院颁布《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财政部修订
和颁布《企业具体会计准则》以及颁布新的《企业会计制度》等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协调原教材与
现行规章制度不够衔接之处外，还尽可能吸收了一些国内外财会理论界近年来所取得的新的理论研究
成果”（阎达五，系列教材第三版总序）。
　　2006年7月开始出版的系列教材第四版，修改了原教材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
则》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之间的不协调之处，并将《计算机会计学》更名为《会计信息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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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基于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的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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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一是以货币性资产与另一个主体的货币性资产相交换。
例如，以人民币从银行兑换美元。
二是以货币性资产与另一个主体的非货币性资产相交换。
例如，以银行存款从另一家公司购入设备。
三是以非货币性资产与另一个主体的货币性资产相交换。
例如，出售本公司的商品给另一家公司，并收到货款存入银行。
四是以非货币性资产与另一个主体的非货币性资产相交换。
我们将此类资产交换称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务会计学》中大量介绍了前三类资产交换交易的会计确认、计量与披露问题，但没有涉及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
本章专门讨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确认、计量与披露问题。
在前三种情况下，通常是基于货币性资产或以货币性资产为主导进行资产计价的，包括对所取得的非
货币性资产计价。
问题在于，第四种情况下，即当企业用自己的非货币性资产去交换另一个主体的非货币性资产的情况
下，我们面临新的问题：（1）所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应该如何计价。
具体来说，面临两种选择：是基于换人资产的公允价值还是基于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或公允价值。
（2）与此相应的第二个问题是，换出资产是否应确认损益。
讨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界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相关会计准则通常规定，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即补价）的资产交换也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例如，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指交易双方主
要以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的交换。
该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即补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包括只涉及少量货币性资产的情形，还需要解决定量问题。
认定涉及少量货币性资产的交换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通常以补价占整个资产交换金额的比例低于25
％作为参考。
具体来说，支付的货币性资产占换人资产公允价值（或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支付的货币性资产之和
）的比例，或者收到的货币性资产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或占换人资产公允价值和收到的非货币性资
产之和）的比例低于25％的，视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高于25％（含25％）的，不能视为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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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级会计学(第5版)》：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
育部推荐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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