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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级会计实务㈠ 

一、单选题： 
１、某企业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对存货期末进行计价，成本与可变现净值按
单项存货进行比较。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甲、乙、丙三种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分别为甲存货成本１０万，可变现净值８万；乙存货成本１２万元，可变现净值
１５万元；丙存货成本１８万，可变现净值１５万。甲、乙、丙三种存货已计提的跌
价准备分别为１万、２万、１．５万元。假定该企业只有这三种存货，２００２年１
２月３１日应补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总额为（     ）万元。 
Ａ、－０．５ Ｂ、０．５ Ｃ、２ Ｄ、５ 
答案：Ｂ 
分析如下： 
㈠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基本原则是： 
１、凡是成本＞可变现净值，则大于的部分必须计提跌价准备。 
２、凡是成本≤可变现净值，则表明存货平值或已经升值，则不仅不要计提跌价准
备，而且原已计提的跌价准备也应冲销。 
㈡甲、乙、丙三种存货已计提跌价准备，本题要求计算的是补提的跌价准备： 
１、甲成本１０万，大于可变现净值８万，须计提２万，原已计提１万，再补提１
万。 
２、乙成本１２万，比可变现净值１５万小３万，不必再补提，且须冲销已计提的２
万。 
３、丙成本１８万，大于可变现净值１５万，须计提３万，原已计提１．５万，再补
提１．５万。 
４、甲、乙、丙三种存货共应补提跌价准备１－２＋１．５＝０．５万。 
２、甲企业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日以１２０４万元价格（其中４万元为相关费用）购
入乙企业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发行的５年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面值总额１０００
万元，票面年利率１２％，甲企业采用直线法对债券溢价进行摊销。甲企业２００２
年应摊销的债券溢价为（  ）万元 
Ａ、２ Ｂ、４ Ｃ、８ Ｄ、２０ 
答案：Ｂ 
分析如下： 
㈠该债券是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发行，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日购买，因此，到购买
时，该债券购入价格中已经包含了１０个月的利息。 
㈡购入价格１２０４万元，债券面值１０００万 
债券溢价＝购入价格－面值－相关费用－１０个月利息 
＝１２０４－１０００－４－（１０００×１２％）÷１２×１０＝１００（万元） 
㈢本债券原为５年期，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日购入后真正的摊销期仅为５０个月，所
以每月应摊销１００÷５０＝２万元，２００２年应摊销债券溢价为１１、１２两个
月，共计４万元。 
３、某企业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日购入一项固定资产，该固定资产原价为４９８万
元，预计使用年限为５年，预计净残值为５万元，按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２０
０３年应计提的折旧（  ）万元。 



Ａ、９８．６ Ｂ、１１９．５２ Ｃ、１８５．９２ Ｄ、１９２．５６ 
答案：Ｄ 
分析如下： 
本题作为一道会计计算题，既要掌握扎实的会计知识，又要具备严谨的计算能力。 
１、购入的固定资产必须从第二个月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开始计提折旧。 
２、２００３年度计提的折旧，实质上涉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到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和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到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两个会计折旧年度。 
３、２００３年的前１１个月的折旧额＝４９８×２／５÷１２×１１ 
                               ＝１８２．６万元；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的折旧额＝（４９８－４９８×２／５）×２／５÷１２ 
                      ＝９．９６（万元） 
２００３年应计提的折旧额＝１８２．６＋９．９６＝１９２．５６（万元） 
４、甲公司将自产的一批应税消费品（非金银首饰）用于在建工程，该批消费品成本
为３００万元，计税价格为５００万元，该批消费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１７％，消
费税税率为１０％，据此计算应计入在建工程成本的金额为（  ）万元 
Ａ、３５０ Ｂ、３８５ Ｃ、４３５ Ｄ、６３５ 
答案：Ｃ 
分析如下： 
１、企业销售商品，凡有征收消费税的商品必然同时征收增值税，而有征收增值税的
商品不一定有征消费税。 
２、计征增值税与计征消费税的被乘数一定是相同的，本题即为计税价格。但是在此
计税价格中肯定不含增值税，却一定包含消费税，因为计税价格为不含增值税的价
格，增值税为价外税，自然不含其中，而消费税为价内税，必含其中。 
３、应计入在建工程的成本金额＝３００＋［５００×（１７％＋１０％）］＝４３
５（万元） 
４、会计分录： 
借：在建工程     ４３５万 
贷：产成品３００万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８５万 
           ——应交消费税５０万 
５、如果上述应税消费品用于正常销售而非视同销售，则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５８５万 
   贷：主营业务收入５００万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８５万 
借：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５０万 
    贷：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５０万 
６、为什么同样核算应交消费税，视同销售的应交消费税与应交增值税可以同为贷方
科目，而正常销售时应交消费税必须单独与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科目相对应？分析如
下： 
①产品价格＝产品成本×（１＋成本利润率）＋消费税 
②视同销售核算时，贷方只结转尚未包含消费税的产品成本，而没有体现产品销售收
入，因此应交消费税无法与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相对应，只能与增值税一样直接在贷
方加以体现。而正常销售时，贷方已经作为产品销售收入，收入中已包含消费税，所
以不得再同时贷应交消费税，应交消费税必须通过与“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科目相
对应，从收入中结转出应交的消费税。 
二、多项选择题： 
１、甲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委托外单位加工一批材料（属于应税消费品且为非
金银首饰），该批原材料加工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甲企业发生下列各
项支出中会增加收回委托加工材料实际成本的有（  ） 
Ａ、支付的加工费   Ｂ、支付的增值税 
Ｃ、负担的运杂费  Ｄ、支付的消费税 
答案：Ａ、Ｃ 
分析如下： 
㈠委托加工材料加工收回后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１、支付的加工费、运杂费等一律必须计入委托加工材料的实际成本中。 
２、委托加工支付的增值税区分两种情况： 
⑴一般纳税企业正常委托加工物资应负担的增值税可作为进项税，不计入加工物资成
本。 



⑵一般纳税企业委托加工的物资用于非应交增值税项目及小规模纳税人委托加工物资
均应将增值税计入加工物资成本。 
３、委托加工支付的消费税属于价内税，不区分一般纳税企业和小规模纳税企业，但
其涉及到以下两种情况： 
⑴如果委托加工物资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则委托加工支付的消费税不
计入委托加工物资成本，作借：应交税金——应交消费税，单独核算。（其实质类同
于增值税的进项税金，待该消费品销售后可以与贷方的应交消费税相抵扣） 
⑵如果委托加工物资收回后准备直接出售，则支付的消费税应计入委托加工物资的成
本。 
⑶本题属于委托加工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因此支付的增值税与消费税均
应在借方单独反映。 
２、下列各项中会引起应收帐款帐面价值发生变化的有（  ） 
Ａ、结转到期不能收回的应收票据 
    Ｂ、计提应收帐款坏帐准备 
Ｃ、收回应收帐款    Ｄ、收回已转销的坏帐 
答案：ＡＢＣＤ 
分析如下： 
㈠首先，资产的帐面价值是指资产的帐面余额抵减相关备抵科目（即坏帐准备、减值
准备、跌价准备和折旧）后的余额。本题涉及到的是应收帐款帐面价值的变化情况，
而不是帐面余额的变化情况。因此，凡是涉及应收帐款的帐面余额和坏帐准备两因素
的变化都会引起应收帐款帐面价值的变化。 
㈡本题中： 
１、到期不能收回的应收票据必须结转到应收帐款帐户。 
２、计提坏帐准备不直接影响应收帐款的帐面余额，但是已经影响到应收帐款的帐面
价值。 
３、收回已转销的坏帐分录如下： 
    借：应收帐款   
       贷：坏帐准备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帐款    
㈢本题题目如果变动为下列各项会引起应收帐款帐面余额变化的有哪些，则选项为Ａ
Ｃ。因为凡是与坏帐准备有关的帐户都不会引起应收帐款帐面余额的变化。 
㈣必须提到的是：对于资产负债表的应收帐款项目而言，Ａ、Ｂ、Ｃ、Ｄ的变化同样
会引起该项目的金额的变化。其内涵是应收帐款抵减坏帐准备后的余额，实质即帐面
价值。 
３、下列各项中，会引起资本公积帐面余额发生变化的有 
（  ） 
Ａ、接受捐赠的材料 Ｂ、处置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 
Ｃ、应付帐款获得债权方的豁免 Ｄ、对外捐赠材料 
答案：Ａ、Ｃ 
分析如下： 
㈠企业接受现金资产捐赠与接受非现金资产捐赠，在帐务处理上一级科目是一致的，
都是资本公积；二级科目则是不同的：接受现金捐赠其二级科目是接受现金捐赠，其
可以直接转增资本；而企业接受非现金资产捐赠，其二级科目是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
准备，该资本公积不能直接转增资本，必须等到接受非现金资产捐赠处置时，一级科
目资本公积仍然不变，将原二级科目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转入其他资本公积二级
科目，这时的资本公积才可以转增资本（上述帐务处理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杜绝虚假
的非现金资产的捐赠）。因此处置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仅仅引起二级科目变化，不会
引起资本公积一级科目帐面余额的变化。 
㈡应收帐款获得债权人的豁免，原制度规定作为营业外收入，现行制度规定，必须转
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４、下列各项中体现会计核算谨慎性原则的有（  ） 
Ａ、将融资租入固定资产，视作自有资产核算 
Ｂ、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Ｃ、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Ｄ、将长期借款利息予以资本化 
答案：Ｂ、Ｃ 
分析如下： 



⑴谨慎性原则实质是不得多计资产或权益，少计负债或费用。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是
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不应当仅仅按照法律形式作为会
计核算依据。固定资产无论是经营租入还是融资租入，从经济角度看都必须支付费
用，经营租入必须付租赁费，而融资租入从法律角度看尚不属于企业的自有资产，不
能计提折旧，而从经济角度看必须计提折旧。因此选项Ａ将融资租入固定资产视作自
有资产，其体现的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而不是谨慎性原则； 
⑵将长期借款利息予以资本化，并不涉及费用支出的预计问题而是费用摊销期限问
题，反映的是资本性支出和收益性支出问题，与谨慎性原则无直接关系。 
三、判断题： 
１、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试运转所发生的净支出，应计入营业外支出。
（×） 
分析如下： 
⑴根据会计制度规定，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试运转所发生的净支出应计入
工程成本，通过在建工程科目核算，即再追加在建工程成本； 
⑵如果发生的是净收入，会计制度规定必须冲减在建工程成本； 
⑶税法规定：企业在纳税调整时，必须将净收入调整作为应纳税所得额计征所得税。 
２、企业用盈余公积弥补亏损，会导致留存收益减少。（×） 
分析如下： 
⑴留存收益＝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 
⑵当企业亏损时，未分配利润表现为负数，所以企业用盈余公积弥补亏损实质是一种
留存收益的内部转移，留存收益总量不变。 
四、计算题： 
甲股份有限公司９７年～０３年无形资产业务有关资料如下： 
１、９７年１２月１日，以银行存款３００万元购入一项无形资产（不考虑相关费
用），预计使用年限为１０年。 
２、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预计可收回金额为１４２万元，该无形资产发生减值后预
计使用年限不变； 
３、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预计该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１２９．８万元，调整无形
资产减值准备后，原预计使用年限不变。 
４、０３年４月１日将该无形资产对外出售取得１３０万元，并存入银行（不考虑相
关费用）。 
要求： 
⑴编制购入该无形资产的分录。 
⑵计算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 
⑶编制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对该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分录。 
⑷计算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该无形资产的帐面余额。 
⑸编制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调整该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分录。 
⑹计算０３年３月３１日，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 
⑺计算该无形资产形成的净损益。 
⑻编制该无形资产出售的会计分录。 
分析如下： 
⑴９７年１２月１日购入无形资产分录： 
借：无形资产    ３００万 
    贷：银行存款３００万 
⑵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３００－３００／１０×（４＋１／
１２）＝１７７．５万 
⑶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应计提的减值准备１７７．５－１４２＝３５．５（万） 
借：营业外支出——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３５．５万 
    贷：无形资产减值准备３５．５万 
⑷到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止，无形资产账面余额１７７．５万元，预计可收回金额
１４２万元，计提减值准备３５．５万元，现在必须澄清一个问题：０２年摊销无形
资产的计算基数是什么？是１７７．５万元还是１４２万元？正确理解是：无形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后，虽然并没有冲销其账面余额，但计算无形资产摊销额的基数只能是
抵减减值准备后的账面价值，实质即预计可收回金额。 
０２年无形资产的摊销额＝［１４２÷（１２×５＋１１）］×１２＝２４（万元） 
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１７７．５－２４＝１５３．５（万元） 
⑸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应计提的减值准备＝１５３．５－１２９．８－３５．５ 
＝－１１．８（万元） 



注：－１１．８万即表明无形资产价值已经回升，必须从原已计提的减值准备３３．
５万中冲销１１．８万。 
借：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１１．８万 
    贷：营业外支出——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１１．８万 
⑹０３年１月３１日该无形资产摊销额 
      ＝［１２９．８÷（１２×４＋１１）］×３＝６．６（万元） 
０３年３月３１日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余额 
      ＝１５３．５－６．６＝１４６．９（万元） 
⑺该无形资产出售的净损益 
      ＝１３０－（１２９．８－６．６）＝６．８（万元） 
⑻出售无形资产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１３０万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２３．７万 
    贷：无形资产１４６．９万 
       营业外收入６．８万 
或者：①借：银行存款    １３０万 
          贷：无形资产１２３．２万 
             营业外收入６．８万 
②借：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２３．７万 
      贷：无形资产２３．７万 
计算规律总结：（对照上表格） 
１、无形资产期末余额＝原值（或年初余额）－摊销额 
２、摊销额 
    ３、减值准备＝年末余额－年末可收回金额－减值准备余额 
          ＋数  追加计提减值准备 
          －数  冲销原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４、出售无形资产净损益有两种计算思路： 
⑴从帐面价值角度＝出售收到的金额－帐面价值 
＝出售取得的金额－（出售日帐面余额－到出售日已计提的减值准备）＝１３０－
（１４６．９－２３．７）＝６．８ 
⑵从可收回金额角度＝出售收到的金额－（上次预计可收回金额－上次预计日至本次
出售之间的摊销额） 
＝１３０－（１２９．８－６．６）＝６．８ 
第二部分    中级会计实务㈡ 
一、单项选择题： 
１、某企业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用专门借款开工建造一项固定资产，２００２年１２
月３１日，该固定资产全部完工投入使用。该企业为建造该固定资产专门借入的款项
有：⑴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借入８００万元，借款年利率８％，期限为２年；⑵２０
０２年７月１日借入５００万元借款，年利率６％，期限三年。该企业２００２年计
算资本化的借款费用所使用的资本化率为（  ）（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Ａ、７．００％ Ｂ、７．５２％ Ｃ、６．８０％ Ｄ、６．８９％ 
答案：Ｂ 
分析如下： 
资本化率实质就是借款利率，是综合考虑在一个会计期间内可能出现的多笔不同期限
的借款和在不同时间使用借款等因素所计算出的加权平均借款利率。作为利率，其分
子必然是利息，分母必然是本金。在多笔借款情况下，加权平均利率公式如下： 
加权平均利率＝ 
            ＝＝７．５２％ 
２、甲公司欠乙公司６００万元货款，到期日为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０日。甲公司因
财务困难，经协商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５日与乙公司签订债务重组协议，协议规
定：甲公司以价值５５０万元的商品抵偿欠乙公司上述全部债务。２００２年１１月
２０日，乙公司收到该商品并验收入库，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２日办理有关债务解除
手续，该债务重组的重组日为（  ） 
Ａ、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１日 Ｂ、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５日 
Ｃ、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日 Ｄ、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２日 
答案：Ｄ 
分析如下： 
１、债务重组日是指履行协议或法院裁决，将相关资产转让给债权人、将债务转为资



本或者修改后的偿债条件开始执行的日期； 
２、对于开始执行的理解，从会计的权责发生制角度看，并不是指现金的收付或产品
的转移，而是指权责的实际发生。因此，乙公司收到商品不能认为是债务开始执行，
而办理有关债务的解除手续才是债务重组开始执行，才是债务重组日。 
二、多项选择题： 
１、依据《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下面属于货币性资产的有：（  ） 
Ａ、应收帐款                   Ｂ、应收补贴款 
Ｃ、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    Ｄ、短期股票投资 
答案：Ａ、Ｂ、Ｃ 
分析如下： 
⑴区别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不是以资产是否以货币形式表现为标准而是以是
否收取固定或可确定定额的货币为标准。必须指出，企业的一切资产在持续经营的条
件下，最终都会为企业带来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经济效益，因此，区别货币性资产和非
货币性资产，不能以资产是否以货币形式表示为标准，而应该以货币金额是否固定或
可确定为标准。 
⑵根据《非货币性交易准则》，货币性资产指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应收
账款、应收票据、其他应收款、应收股利、应收利息、应收补贴款准备持有至到期的
债权投资等。 
５、下列项目中，企业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的有（  ） 
Ａ、兑换外币折算差额 
Ｂ、接受外币资本投资时所产生的折算差额 
Ｃ、外币应收帐款帐户期未折算差额 
Ｄ、外币会计报表折算差额 
答案：Ａ、Ｃ 
分析如下： 
⑴兑换外币时折算差额计入财务费用。 
⑵接受外币资本投资时产生的折算差额计入资本公积而不计入几务费用。原因在于：
接受外币投资还存在到期将本币兑换成外币归还投资的问题，如果把接受外币资本投
资产生的折算差额计入财务费用，如果是贷方财务费用，就使得该折算差额进入了分
配程序，诸如上缴所得税或分配给投资者利润等，则必然影响到到期外币投资的归还
问题。 
⑶外币应收账款账户期末折算差额必须计入财务费用。 
⑷外币会计报表折算差额直接以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列示在报表中。 
三、计算分析题：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日，甲企业销售一批商品给乙企业，货款总额３００万元（含增值
税），甲企业同日收到票面金额为３００万元，期限为６个月，票面年利率为８％的
商业票据，甲企业按月计提该商业汇票的利息。 
⑴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乙企业未能兑付到期票据，甲企业将应收票据本息余额转入
应收账款，但不再计算利息。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５日甲、乙双方经协商进行债务重
组，签订的债务重组协议内容如下： 
①乙企业以其持有的一项拥有完全产权的房产抵偿６０万元的债务，该房产在乙企业
的帐面原价为１００万元，已计提折旧３０万元，已计提减值准备５万元。 
②甲企业同意豁免乙企业债务本金４０万元及２０００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０１年９月
３０日已计提的全部利息。 
③将剩余债务偿还期限延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在债务延长期间，剩余债务余
额按年利率５％收取利息，本息到期一次偿付。 
④该协议至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执行。 
⑵债务重组日之前，甲企业对上述债权未计提坏账准备。 
⑶上述房产的所有权变更，部分债务解除手续及其他有关法律手续已于２００１年１
２月３１日完成，甲企业将取得的房产作为固定资产进行核算和管理。 
⑷乙企业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按上述协议规定偿付了所欠债务。 
要求： 
①计算甲企业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该重组债权的帐面余额。 
②编制甲、乙企业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与债务重组相关的会计分录（不考虑税
费）。 
③编制甲、乙企业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债权债务实际清偿时的会计分录。 
分析如下： 
１、该题目要求回答的是甲企业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重组债权的账面余额，可以推



定，帐面余额只能相对于甲企业未重组前的状况而言；进行债务重组已不存在帐面余
额的问题。 
甲企业应收债权余额＝３００×（１＋８％÷２）＝３１２（万元） 
甲企业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已将０１年４月１日到０１年１０月１日的本息由应收票
据转入应收账款，１０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已不再计息。 
注：甲企业４月１日的会计分录 
借：应收票据    ３００万 
    贷：主营业务收入［３００／（１＋１７％）］２５６．４万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４３．６万 
每月计息的分录： 
借：应收票据     ２万 
    贷：财务费用——利息支出２万 
２、甲企业到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①从乙企业获得一项房产抵偿６０万元债务； 
②豁免乙企业债务本金４０万元及６个月的计息（注意：０１年１０月１日到１２月
３１日甲企业已不可能再对乙企业计收利息了），则此时甲企业的债权仅为２００万
（３００＋１２－４０－１２－６０），根据协议到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甲企
业还可获得２００×（１＋５％）＝２１０万的应收账款； 
③甲企业应确认的损失＝应得３１２－已得６０－将得２１０ 
＝实际损失４２（万元） 
或＝豁免４０＋豁免１２－多得１０＝实际损失４２（万元） 
借：固定资产    ６０ 
   应收账款   ２１０ 
   营业外支出  ４２ 
    贷：应收账款 ３１２ 
乙企业到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①乙企业应付本金３００万，应付半年利息１２万，合计债务３１２万； 
②乙企业抵偿债务的固定资产须通过固资清理科目： 
借：固定资产清理     ６５万 
   累计折旧         ３０万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５万 
   贷：固定资产 １００万 
③乙企业应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 
      ＝应付３１２－已付６５－将付２１０＝重组收益３７万元 
或＝已得４０＋已得１２－将多付１０－固定资产帐面净值６５与公允价值６０差额
５＝重组收益３７万元 
借：应付账款        ３１２ 
    贷：固定资产清理６５ 
       应付账款２１０ 
       资本公积３７ 
④０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会计分录如下： 
甲企业 
借：银行存款     ２１０ 
    贷：应收账款２１０ 
乙企业 
   借：应付账款   ２１０ 
          贷：银行存款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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