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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职场财务人员来说，时间是最宝贵的，也是最紧缺的。 我们都希望提升自己，但是

很难在工作、家庭、社交之余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 可是，如果每天只要 ３０ 分钟，１００ 天后，你

的知识会有质的飞跃，你愿意实践吗？ 相信这本书，就是你应该拥有的。

本书打破教材的结构顺序重新组合，以七篇的内容，带给大家 １００ 天的高效复习。

第一篇　基础业务篇。 本篇内容重点介绍了企业常规业务的会计核算。 其难度不高，在考试

中分级为中等，属于考生们应知应会，必须得分的内容。 对于本篇内容，建议复习时注重细节，提

高效率，不宜投入太多的精力。

第二篇　对外投资篇。 本篇重点介绍了长期股权投资和金融资产的业务，这两项内容在各种会

计考试中都属于重点和难点，也是绝大多数学员比较头疼的内容。 同时，这两部分内容也存在一定

的关联性。 所以建议在复习时，既要抓住要点各个击破，也要联系对比，分析差异，找出规律。

建议在复习中多投入一些精力，但也不要有畏难的心理，只要紧跟本书的结构顺序，就能够顺利掌

握相关知识。

第三篇　企业负债篇。 本篇内容主要介绍了职工薪酬、借款费用和或有事项，相对比较简单独

立，复习时在理解的基础上多加练习，考试时该篇内容的分数就唾手可得。

第四篇　企业收益篇。 本篇重点介绍了企业的收入业务、政府补助和所得税的内容，其中收入

业务和所得税核算，也是会计中的重点和难点的。 学习中，对本篇内容重在理解，而不是机械记忆

死记硬背，要理解其中的准则原理，找到会计核算规律，相信收入和所得税这类传说中的重点难

点，也不过是小菜一碟。

第五篇　财务报告篇。 本篇介绍了财务报告的编制工作要求，如合并财务报告的编制、差错更

正的调整、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等。 这些内容历来都是我们考试的重点难点，也是很多学员感觉学

不通、学不透的知识。 对本篇内容学习建议是提高视角，熟悉财务报表，找到编制和调整的规律，

理解其中的核心要求，并辅之以适当量的习题的演练。

第六篇　政府会计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篇。 本篇内容不多，只涉及政府会计以及民间非营利

组织会计。 在考试当中分值不高，考点也比较突出。 建议在复习中，一方面要转换思路，注重本

篇会计的特点，另一方面只要按照本书编写的内容来重点掌握，就可以在考试中顺利获得这一部分



的分值。

第七篇　专题总结篇。 本篇内容的是对前面章节中一些规律性内容的总结，对考生容易混淆的

某些问题进行对比说明，或者进行必要的补充。 总体上属于复习性质，主要起到查漏补缺作用，让

学员掌握会计准则中的规律性。 相信本篇内容也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

不知不觉中，竟然已经在这行业中辗转多年，当初自诩青衫少年，现在已是星星白发。 去岁

末，意外的接到了邀稿，写自己的第一本会计职称考试的辅导书。 写之前雄心壮志，夸口说要把自

己多年的辅导经验和积累都掏出来，只生怕这本书盛不下自己的才华。 写着写着，才发现自己想得

太多了，书未成半胸中已无墨。 整日只能愁眉苦脸搜肠刮肚，一本书仿佛永远写不完一样。 渐渐

地，每个字都成为一种割舍不掉的痛，字字泣血未免夸张，但是其中的磨砺却永镌心中。 这一切，

值得吗？ 相信你们，会给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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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会计基础

一、 会计基本假设（见表 １－１）

会计基本假设是对会计核算所处时间、 空间环境等所作出的合理假定， 是企业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的前提。

表 １－１　 会计基本假设

基本假设 特征 定义

会计主体 空间范围 会计工作服务的特定对象， 是企业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的空间范围

持续经营 经营状态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企业将会按当前的规模和状态继续经营下去， 不会停业， 也不

会大规模削减业务

会计分期 时间范围 将一个企业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期间划分为一个个连续的、 长短相同的期间

货币计量 计量标准
会计主体在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时以货币计量， 反映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 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

（１）会计主体不同于法律主体， 一般来说， 法律主体必然是会计主体， 但会计

主体不一定是法律主体。
（２）有了持续经营假设， 意味着会计主体将按照既定用途使用资产， 按照既定的合约条件

清偿债务， 会计人员可以在此基础上选择会计原则和会计方法。
（３）会计分期假设是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前提而存在的。
（４）由于会计分期， 产生了当期与以前、 以后期间的差别， 使不同类型的会计主体有了记

账的基准， 产生了折旧、 摊销等会计处理方法。

二、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见表 １－２）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对企业财务报告中所提供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 是使财务报告中

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对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２００



表 １－２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层次 信息质量要求 反映方面 考试情况

首要层级

总括要求

普遍适用

可靠性 受托责任 —

相关性 决策相关 —

可理解性 信息传递 —

可比性 政策选择 重点

次要层级

具体要求

业务核算

实质重于形式 业务核算 重点

重要性 业务核算 重点

谨慎性 业务核算 重点

及时性 信息时效 —

１ 可靠性

可靠性要求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确认、 计量和报告， 如实反映

符合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 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 内容完整。
２ 相关性

相关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 有助于财务

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 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作出评价或者预测。

相关性是以可靠性为基础的， 会计信息在可靠性前提下， 尽可能做到相关， 以

满足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需要。
３ 可理解性

可理解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 便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４ 可比性

可比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具有可比性。 主要包括两层含义：
（１）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可比（纵向可比）。
①同一企业对于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 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

策， 不得随意变更。
②满足会计信息可比性要求， 并非表明企业不得变更会计政策。
（２）不同企业相同时期可比（横向可比）。
不同企业同一会计期间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 应当采用规定的会计政策，

确保会计信息口径一致、 相互可比， 以使不同企业按照一致的确认、 计量和报告要求提供有关

会计信息。
５ 实质重于形式

实质重于形式要求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 不

仅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

这里通常是考察“名不符实”的情况判断。 判断原则有二：
（１）账务处理是否正确？
（２）账务处理后， 法律上（或业务中）的“名”与会计处理结果的“实”是否一致？

无论金融资产的法律形式是否为一项贷款， 都可能是一项基本借贷安排， 这就

３００



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的信息质量要求。
６ 重要性

重要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有关的所

有重要交易或者事项。
（１）在实务中， 如果某会计信息的省略或者错报会影响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据此作出

决策的， 该信息就具有重要性。
（２）重要性的应用需要依赖职业判断， 企业应当根据其所处环境和实际情况， 从项目的性

质和金额大小两方面加以判断。
７ 谨慎性

谨慎性要求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时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 不应

高估资产或者收益、 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企业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对于无法分清研究开发阶段

的支出直接费用化等， 就体现了谨慎性要求。
８ 及时性

及时性要求企业对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 应当及时进行确认、 计量和报告， 不得提

前或者延后。

１． （２０１７ 年①·单选题）下列各项中， 体现实质重于形式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是（ 　 　 ）。
Ａ． 将固定资产出售、 转让产生的净损失计入资产处置损益

Ｂ． 对不存在标的资产的亏损合同确认预计负债

Ｃ． 售后回购的商品属于融资或租赁性质的， 销售商品时不能确认为收入

Ｄ． 对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对于售后回购的商品， 法律形式上属于销售和购买， 但经济实质中如果属于融资或租赁性

质的， 实质与形式不符， 应当按经济实质进行账务处理， 因此体现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Ｃ

２． （２０１８ 年·判断题）企业应当根据所处环境的实际情况， 从项目性质和金额大小两个方

面判断会计信息的重要性。 （ 　 　 ）
重要性的应用需要依赖职业判断， 企业应当根据其所处环境和实际情况， 从项目的性质和

金额大小两方面加以判断。

√

３． （２０１９ 年·判断题）允许商品流通企业将采购商品过程中发生的金额较小的运杂费直接

计入当期损益， 体现了会计信息的重要性质量要求。 （ 　 　 ）
如果某会计信息的省略或者错报会影响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据此作出决策的， 该信息

４００

① 本书涉及考题均为考生回忆， 部分过时题目已经按照 ２０２０ 年相关政策修改， 特此说明。



就具有重要性。 对于商品流通企业将采购过程中发生的金额较小的运杂费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不会影响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 因此体现了重要性原则。

√

１． 【单选题】 甲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与乙公司签订商品销售合同。 约定甲公司应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前将合同标的商品运抵乙公司并经验收后将商品控制权转移给乙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甲公司提前向乙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并于当日确认了商品销售收入。 甲

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发出商品， 并于 １ 月 ２０ 日运抵乙公司并验收合格。 对于甲公司 ２０１９
年确认该笔商品销售收入， 可能违背的会计基本假设是（ 　 　 ）。
Ａ． 会计主体 Ｂ． 会计分期 Ｃ． 持续经营 Ｄ． 货币计量

２． 【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体现谨慎性这一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是（ 　 　 ）。
Ａ． 对于成本低于可变现净值的存货按可变现净值计量

Ｂ． 对于无法分清研究阶段、 开发阶段的支出， 直接费用化

Ｃ． 企业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为依据进行确认、 计量和报告

Ｄ． 对于不重要的前期差错直接在发现当期进行处理， 不进行追溯调整

３． 【单选题】 下列关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表述中， 错误的是（ 　 　 ）。
Ａ． 投资性房地产以成本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后续计量时应当追溯调整， 体现了可比性

的要求

Ｂ． 企业对影响当期损益的事项区分了收入和利得、 费用和损失， 体现了相关性的要求

Ｃ． 对于无法分清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研发支出确认为当期损益， 体现了谨慎性的要求

Ｄ． 对于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确认时不应考虑使用固定资产在内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收入， 体现

了重要性的要求

４． 【单选题】 甲公司正在研发新技术， 已经发生研发支出合计为 １５０ 万元， 截止到 ２０１９ 年年

末， 研发尚在进行中。 但由于技术的特殊性， 对于相关研发活动尚无法划分研究阶段和开

发阶段， 因此甲公司将研发支出 １５０ 万元记入了“研发支出———费用化”科目， 年末将其全

部转入管理费用。 甲公司该会计处理体现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 　 　 ）。
Ａ． 可比性 Ｂ． 实质重于形式 Ｃ． 谨慎性 Ｄ． 及时性

５． 【单选题】 甲公司在编制 ２０１９ 年度财务报表时， 发现 ２０１８ 年度某项管理用无形资产未摊

销， 应摊销金额为 ２０ 万元， 甲公司将该 ２０ 万元补记的摊销额计入 ２０１９ 年度的管理费用。
甲公司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００００ 万元和 １５０００ 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上述会计处理体现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 　 　 ）。
Ａ． 重要性 Ｂ． 相关性 Ｃ． 可比性 Ｄ． 及时性

６． 【判断题】 企业为应对市场经济环境下生产经营活动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应高估负债和

费用， 低估资产和收益。 （ 　 　 ）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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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会计要素的确认

会计要素是根据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特征所确定的财务会计对象和基本分类。
１ 会计要素

会计要素的定义及确认如表 ２－１ 所示。

表 ２－１　 会计要素的定义及确认

要素 定义 确认

资产

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 由企

业拥有或者控制的、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

经济利益的资源

将一项资源确认为资产， 需要符合资产的定义， 并同时满

足以下两个条件：

（１）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２）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负债
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 预期

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

将一项现时义务确认为负债， 需要符合负债的定义， 还需

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１）与该义务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可能性＞５０％ ）流出；

（２）企业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所有者权益

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 由所有者享有的

剩余权益。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又称为股

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的确认主要依赖于其他会计要素， 尤其是资产

和负债的确认； 所有者权益金额的确定也主要取决于资产

和负债的计量

收入

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

者权益增加的、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

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即在客户取得相关

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费用

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 会导致所有

者权益减少的、 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

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费用只有在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从而导致企业资产减少或

者负债增加， 且经济利益的流出额能够可靠计量时才能予

以确认

利润

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 利润

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 直接计入

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

利润的确认主要依赖于收入和费用以及利得和损失的确

认， 其金额的确定也主要取决于收入、 费用、 利得、 损失

金额的计量

（１）如果某一项目预期不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那么就不能将其确认为企业

的资产。 前期已经确认为资产的项目， 如果不能再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 也不能再确认为企

业的资产。
（２）在某些情况下（如某些衍生工具形成的资产）， 企业取得的资产没有发生实际成本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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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实际成本很小， 但是如果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话， 也被认为符合了资产可计量性的

确认条件。
（３）现时义务指企业在现行条件下已承担的义务， 可以是法定义务， 也可以是推定义务。
２ 利得与损失

１）利得与损失的定义

（１）利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 与所有者投入资本

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２）损失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发生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 与向所有者分配利

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
２）利得与损失的分类

（１）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 通常记入“其他综合收益”科目。
（２）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 通常包括“资产处置损益、 信用减值损失、 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计入当期营业利润），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计入当期利润总

额）等。

二、 会计计量属性

会计计量是为了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列报于财务报表而确定其金额的过

程。 会计的计量属性反映的是会计要素的确定基础。
（一）计量属性

１ 历史成本

历史成本又称实际成本， 是指取得或制造某项财产物资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者其他等

价物。
２ 重置成本

重置成本又称现行成本， 是指按照当前市场条件下， 重新取得同样一项资产所需支付的现

金或现金等价物金额。

重置成本主要适用于盘盈资产的计量， 如盘盈存货的计量、 盘盈固定资产的计量。
３ 可变现净值

可变现净值， 是指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以资产预计售价减去进一步加工成本和预计销

售费用以及相关税金后的净值。

可变现净值只是用于存货期末计价。
４ 现值

现值是指对未来现金流量以恰当的折现率进行折现后的价值， 是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因素等

的一种计量属性。

在固定资产的弃置费用、 资产减值中的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分期收款销

售商品、 摊余成本计量的债权投资 ／ 应付债券等， 均运用的是货币时间价值（复利或年金）的方法。
５ 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 是指按照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

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 即脱手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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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 应当采用市场参与者在对该资产或负债定价时为实

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所使用的假设， 包括有关风险的假设。

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交易性金融负债、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公允价值模式）等， 均使用了公允价值。

（二）计量属性的应用要求及分析（见表 ２－２、 表 ２－３）

表 ２－２　 计量属性的应用要求

计量属性 适用对象 计量要求

历史成本

资产
（１）购置资产时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金额；

（２）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

负债

（１）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际收到的款项或者资产的金额；

（２）因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

（３）日常活动中为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

重置成本 资产 按照现在购买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可变现净值
资产

（存货）

按照其正常对外销售所能收到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扣减该资产至完工时估计

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金后的金额计量

现值
资产 按照预计从其持续使用和最终处置中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入量的折现金额计量

负债 按照预计期限内需要偿还的未来现金流出量的折现金额计量

公允价值
资产 按照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 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的价格计量

负债 按照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 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计量

表 ２－３　 计量属性分析

计量属性 基础 适用范围

历史成本 历史实际交易 有限适用

可变现净值 假设当前市场 存货

重置成本 假设当前市场 盘盈资产

公允价值 假设当前市场 大量适用

现值 假设未来市场的现金流量 大量适用

会计中对于价值或者计量金额的确定， 大量涉及会计估计。 在计量属性中， 只

有历史成本中的实际支付或者收到的部分， 不属于会计估计。

１． （ ２０１７ 年 · 单 选 题） 下 列 各 项 中， 将 导 致 企 业 所 有 者 权 益 总 额 发 生 增 减 变 动 的

是（ 　 　 ）。
Ａ． 用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Ｂ．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Ｃ． 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Ｄ． 实际发放股票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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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 负债增加， 因此所有者权益总额发生变

动。 相关会计分录为：
借： 利润分配———应付现金股利

贷： 应付股利

Ｃ

２． （２０１９ 年·判断题）资产的重置成本是指按当前市场条件购买相同或相似资产所需支付

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金额。 （ 　 　 ）
重置成本又称现行成本， 在重置成本下， 资产按照现在购买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所需支付的

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

１． 【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应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但不属于其他综合收益的是（ 　 　 ）。
Ａ． 溢价发行股票形成的溢价收入

Ｂ． 权益法核算时确认的应享有联营企业其他综合收益变动的份额

Ｃ．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Ｄ．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２． 【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可能会影响当期损益的有（ 　 　 ）。
Ａ． 以总额法核算的与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

Ｂ． 因产品质量保证确认的预计负债

Ｃ． 研发项目在开发阶段发生的支出

Ｄ． 处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时结转的累积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３． 【判断题】 利润计量金额的确定， 直接取决于收入、 费用的计量。 （ 　 　 ）
４． 【判断题】 企业拥有的一项经济资源， 如果没有发生实际成本， 就不应认为符合资产能够可

靠计量的确认条件。 （ 　 　 ）
５． 【判断题】 前期已经确认为资产的项目， 如果不能再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就不能再确认为

企业的资产。 （ 　 　 ）
６． 【判断题】 所有者权益体现的是所有者在企业中的剩余权益， 其确认主要依赖于资产、 负债

等其他会计要素的确认， 计量时应当采用历史成本。 （ 　 　 ）
７． 【单选题】 企业对资产采用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 这种计量属性

是（ 　 　 ）。
Ａ． 现值 Ｂ． 重置成本 Ｃ． 历史成本 Ｄ． 可变现净值

８． 【判断题】 根据谨慎性的质量要求， 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 应当采用市场参与者在

对该资产定价时最为谨慎的假设， 以避免高估资产。 （ 　 　 ）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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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　 存货

一、 外购存货的成本构成

１ 存货采购成本（见表 ３－１）

表 ３－１　 存货采购成本

采购成本 具体包含内容

购买价款
（１）企业购入材料或商品的发票账单上列明的价款；

（２）不包括按规定可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相关税费 消费税、 资源税和不能从增值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

采购过程中发生的仓储费、 包

装费、 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

（１）能分清负担对象的， 应直接计入存货的采购成本；

（２）不能分清负担对象的， 应选择合理的分配方法， 分配计入有关存货的采购成本

（１）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不计入存货成本； 对于购进存

货支付的运输费， 按运输费与增值税税率 ９％计算的进项税额进行抵扣。
（２）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的进口商品的关税， 应当计入存货的采购成本； 对于进口环节

缴纳中的增值税， 可以抵扣， 不计入存货成本。
２ 存货采购的特殊规范

（１）存货采购过程中发生的毁损短缺的处理（见表 ３－２）。

表 ３－２　 存货采购过程中发生的毁损短缺的处理

损耗性质 账务处理

合理的损耗
计入存货采购成本（不减少存货总成本， 增加入库存货

单位成本）

应从供应单位 ／ 外部运输机构等收回的物资短缺 ／ 其他

赔款
冲减物资的采购成本

遭受意外灾害发生的损失 ／ 尚待查明原因的途中损耗 暂作为待处理财产损溢进行核算， 查明原因后再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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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商品流通企业进货费用的处理（见表 ３－３）。
商品流通企业进货费用， 包括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

费用。

表 ３－３　 商品流通企业进货费用的处理

处理原则 具体规范

直接计入资产成本 计入存货采购成本

平时归集期末分摊
（１）期末商品已售部分， 分摊额计入当期损益（主营业务成本）；

（２）期末商品未售部分， 分摊额计入存货成本

直接计入损益 金额较小， 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销售费用）

二、 进一步加工取得的存货成本构成

１ 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存货

存货成本＝材料成本＋加工费用＋相关税费＋其他费用

（１）委托加工所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按照正常的增值税规范进行抵扣。
（２）委托方对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的处理（见表 ３－４）。

表 ３－４　 委托方对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的处理

主要情形 消费税处理

（１）收回后以不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出售；

（２）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非消费税项目
计入委托加工物资成本

（１）收回后以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出售；

（２）收回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计入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消费税组成计税价格＝材料实际成本＋加工费＋消费税＝（材料实际成本＋加工费） ／ （１－消费税税率）

　 　 注： ①上述规定适用于委托非金银首饰的应税消费品的账务处理。 ②没有特别说明， 中级会计职称考试中， 委托

加工物资收回后直接用于出售的， 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计入委托加工物资成本。

２ 自行生产的存货

存货成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而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 包括企业生产部门（生

产车间）管理人员的薪酬、 折旧费、 办公费、 水电费、 机物料消耗、 劳动保护费、 季节性和修

理期间的停工损失等。 只生产一种产品的情况下， 企业归集的制造费用可以直接计入该种产品

的成本； 在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下， 企业应采用与该制造费用相关性较强的方法对其进行合理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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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方式取得的存货成本构成（见表 ３－５）

表 ３－５　 其他方式取得的存货成本构成

存货取得方式 存货成本构成

投资者投入
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 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简单理解就是按照公允价

值确定）

提供劳务 劳务的直接人工＋其他直接费用＋可归属于该存货的间接费用

四、 不计入存货成本的费用

（１）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及制造费用， 应计入当期损益， 不得计入存货成本。
（２）企业采购用于广告营销活动的特定商品， 向客户预付货款未取得商品时， 应作为预付

账款进行会计处理， 待取得相关商品时计入当期损益（销售费用）。 企业取得广告营销性质的

服务比照该原则进行处理。
（３）保险费及仓储费的处理（见表 ３－６）。

表 ３－６　 保险费及仓储费的处理

费用 发生阶段 核算原则

保险费用
采购过程中的保险费 计入存货采购成本

企业日常的保险费 计入管理费用

仓储费用

采购过程中的仓储费用 计入存货采购成本

日常一般仓储费用 计入管理费用

属于生产过程必需的仓储费用 计入存货生产成本

１ （２０１９ 年·单选题）甲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外购一批原材料， 取

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 ８０ 万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１０ ４ 万元， 入库前发生挑选整理

费 １ 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批原材料的入账价值为（ 　 　 ）万元。
Ａ． ９１ ４ Ｂ． ８１
Ｃ． ９０ ４ Ｄ． ８０
甲公司应确认原材料入账价值＝８０＋１＝８１（万元）。

Ｂ

２ （２０１７ 年·单选题）甲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 甲公司购买 Ｙ 商品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 ４５０ 万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５８ ５ 万元， 甲公司另支付不

含增值税的装卸费 ７ ５ 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购买 Ｙ 商品的成本为（ 　 　 ）万元。
Ａ． ５２６ ５ Ｂ． ４５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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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５３４ Ｄ． ４５０
甲公司购买 Ｙ 商品的成本＝４５０＋７ ５＝４５７ ５（万元）。

Ｂ

３． （２０１８ 年·单选题）甲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购买 Ｗ 商品 １０００ 千

克， 运输途中合理损耗 ５０ 千克， 实际入库 ９５０ 千克。 甲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

价款为 ９５０００ 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１２３５０ 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入库 Ｗ 商品的单位成本为

（ 　 　 ）元 ／ 千克。
Ａ． １００ Ｂ． ９５
Ｃ． １１７ Ｄ． １１１ １５
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不影响购进商品的总成本， 但会改变入库存货的单位成本。 所以甲公

司入库 Ｗ 商品的单位成本＝９５０００ ／ ９５０＝１００（元 ／ 千克）。

Ａ

４ （２０１９ 年·多选题）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下列各项中， 应计入进口原材料入账

价值的有（ 　 　 ）。
Ａ． 入库前的仓储费 Ｂ． 关税

Ｃ． 进口环节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Ｄ． 购买价款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进口环节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记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科目， 不影响原材料入账价值的计算。

ＡＢＤ

５ （２０１８ 年·多选题）企业委托加工一批非金银首饰的应税消费品， 收回后直接用于销售。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中， 应当计入收回加工物资成本的有（ 　 　 ）。

Ａ． 委托加工耗用原材料的实际成本

Ｂ． 收回委托加工物资时支付的运杂费

Ｃ． 支付给受托方的由其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Ｄ． 支付的加工费

选项 Ｃ， 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应税消费品， 收回后直接用于销售的， 支付给受托方的由其代

收代缴的消费税应计入委托加工物资成本。

ＡＢＣＤ

６ （２０１８ 年·判断题）接受投资者投入的存货应当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入账， 合同

或协议约定不公允的除外。 （ 　 　 ）
对于接受投资者投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除合同协议不公允的， 其他均应按照合同协议约定

的价值入账， 这个规定适用于本篇中涉及的各种资产。

√

１． 【单选题】 企业为外购存货发生的下列各项支出中， 不能计入存货成本的是（ 　 　 ）。
Ａ． 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 Ｂ． 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Ｃ． 运输途中因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Ｄ． 进口商品入关时缴纳的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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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单选题】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某上市公司发生了下列支出或损益， 应计入其存货成本的是（ 　 　 ）。
Ａ． 超定额的废品损失 Ｂ． 季节性停工损失

Ｃ． 采购材料入库后的保险费用 Ｄ． 新产品研发人员的薪酬

３． 【单选题】 甲公司为制造企业， 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下列费用或损失， 应当计入存货

成本的是（ 　 　 ）。
Ａ． 仓库保管人员的工资（非生产阶段必须的存储）
Ｂ． 季节性停工期间发生的制造费用

Ｃ． 未使用管理用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

Ｄ． 存货采购运输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发生的损失

４． 【单选题】 甲公司向乙公司发出一批实际成本为 ３０ 万元的原材料， 另支付加工费 ６ 万元（不

含增值税）， 委托乙公司加工成一批适用消费税税率为 １０％ 的应税消费品， 加工完成收回

后， 全部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乙公司代扣代缴的消费税款准予后续抵扣。 甲公司和

乙公司均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均为 １３％ 。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收

回的该批应税消费品的实际成本是（ 　 　 ）万元。
Ａ． ３６ Ｂ． ３９ ６
Ｃ． ４０ Ｄ． ４０ ６８

５． 【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应当计入企业产品生产成本的有（ 　 　 ）。
Ａ． 生产过程中为达到下一生产阶段所必须的仓储费用

Ｂ． 日常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

Ｃ． 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成本

Ｄ． 生产车间管理人员的工资

６． 【判断题】 企业通过提供劳务取得的存货的成本， 按提供劳务人员的直接人工和其他直接费

用之和加以确定。 （ 　 　 ）
７． 【判断题】 商品流通企业的进货费用（包括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及其他可归属于采购成

本的费用）， 应当计入存货成本， 不能计入当期损益。 （ 　 　 ）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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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变现净值的概念

可变现净值＝存货估计售价－继续加工至完工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及税费

企业预计的销售存货现金流量， 并不完全等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企业预计的

销售存货现金流量， 扣除抵减项目后， 才能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二、 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时应考虑的因素

１ 确凿证据（见表 ４－１）

表 ４－１　 存货成本和售价的确凿证据

存货成本的确凿证据 存货售价的确凿证据

（１）取得外来原始凭证；

（２）生产成本资料；

（３）生产成本账簿记录

（１）产成品或商品的市场销售价格；

（２）与产成品或商品相同或类似商品的市场销售价格；

（３）销售方提供的有关资料

２ 持有目的

（１）持有以备出售， 如商品、 产成品；
（２）将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 如材料等。
３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确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不仅限于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前发生的相关价格

与成本波动， 还应考虑以后期间发生的相关事项。
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存货售价发生波动的， 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其对资

产负债表日存货已经存在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的证据， 则在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时应当

予以考虑， 否则， 不应予以考虑。

三、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

１ 一般计算公式（见表 ４－２）

表 ４－２　 存货可变现净值确定的一般计算公式

持有意图 计算公式

直接用于出售（商品 ／ 材料存货） 可变现净值＝估计售价－销售费用－相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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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持有意图 计算公式

用于继续加工（材料存货）
材料可变现净值＝产成品估计售价－继续加工至可销售状态的成本－销售费用－相

关税费

（１）对于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 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预计高于产成品

的成本， 则该材料应当按照其成本计量；
（２）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产成品的成本， 则该材料应当按其

可变现净值计量。
２ 特殊情况考虑

资产负债表日， 同一项存货中一部分有合同价格约定、 其他部分不存在合同价格的， 企业

应分别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并与其相对应的成本进行比较， 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

回的金额。
（１）有合同部分的可变现净值＝合同规定售价－继续加工成本－执行该合同发生的销售费用

和相关税费；
（２）没有合同部分的可变现净值＝正常市场售价－继续加工成本－正常销售发生的销售费用

和相关税费。

①有合同部分和没有合同部分， 其相关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可能会不同；
②如果有合同部分和没有合同部分， 一个发生减值， 一个没有发生减值（或者减值转回）， 两

者不能相互弥补， 必须分别计算各自的减值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四、 估计售价的确定

１ 以销售为目的的存货预计售价的选择（见表 ４－３）

表 ４－３　 计算可变现净值预计售价的选择

合同情况 预计售价的确定

签有合同的 合同约定售价

存货库存数＞合同购买数
合同数内： 合同价格

超出部分： 一般市场售价

未签有合同的 一般市场售价

２ 以生产为目的的材料预计售价的选择（见表 ４－４）

表 ４－４　 计算可变现净值

合同情况 预计售价的确定

产品签有合同的 产品的合同价格

可生产的产品数＞合同数
合同数内： 产品合同价格

超出部分： 产品一般市场售价

产品未签有合同的 产品的一般市场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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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单选题）２×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甲、 乙公司签订了一项不可撤销合同， 合同约定

甲公司于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每台 ３０ 万元的价格向乙公司交付 ５ 台 Ａ 产品。 ２×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库存的专门用于生产上述产品的 Ｋ 材料账面价值为 １００ 万元， 市场销售价格为 ９８
万元， 预计将 Ｋ 材料加工成上述产品的加工成本为 ４０ 万元， 销售上述产品的相关税费为 １５ 万

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２×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Ｋ 材料可变现净值为（ 　 　 ）万元。
Ａ． ９５ Ｂ． ９８
Ｃ． １１０ Ｄ． １００
有合同按合同价格， 且 Ｋ 材料专门用于生产合同约定商品， 因此以 Ａ 产品为基础计算 Ｋ

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Ｋ 材料可变现净值＝Ａ 产成品估计售价 ３０×５－至完工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４０－销售 Ａ 产品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 １５＝９５（万元）。

Ａ

１． 【单选题】 下列关于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可变现净值等于存货的市场销售价格

Ｂ． 可变现净值等于销售存货产生的现金流入

Ｃ． 可变现净值等于销售存货产生现金流入的现值

Ｄ． 可变现净值是确认存货跌价准备的重要依据之一

２． 【多选题】 用于生产产成品的材料、 在产品或自制半成品等存货， 在计算其可变现净值时，
应从估计售价中扣除的项目有（ 　 　 ）。
Ａ． 存货的账面成本

Ｂ． 至完工估计将要发生的加工成本

Ｃ． 存货的储存费用

Ｄ． 销售产成品预计将发生的销售费用

３． 【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企业在判断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时， 可作为存货售价的确凿

证据的有（ 　 　 ）。
Ａ． 产成品的市场销售价格 Ｂ． 产品的生产成本资料

Ｃ． 与产成品类似商品的市场售价 Ｄ． 销售方提供的相关资料

４． 【单选题】 对于需要加工才能对外销售的在产品， 下列各项中， 属于在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时， 无需考虑的因素是（ 　 　 ）。
Ａ． 在产品已经发生的生产成本

Ｂ． 在产品加工成产成品后对外销售的预计销售价格

Ｃ． 在产品未来加工成产成品估计将要发生的加工成本

Ｄ． 在产品加工成产成品后对外销售预计发生的销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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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单选题】 ２０１９ 年， 由于产品更新换代， 甲公司决定停止生产 Ｘ 型机器， 因此决定将原材

料中专门用于生产 Ｘ 型机器的特种钢材全部出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特种钢材账面价值（成

本）为 ９０００００ 元， 数量为 １０ 吨， 市场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为 ６００００ 元 ／ 吨， 同时销售这

１０ 吨钢材可能发生销售费用及税金 ５００００ 元。 如果将钢材继续生产 Ｘ 型机器， 则继续加工

成本为 ４５００００ 元， 销售 Ｘ 型机器的总价格为 １２０００００ 元， 销售费用及税金为 ７００００ 元， 则

该批特种钢材的可变现净值为（ 　 　 ）元。
Ａ． ８５００００ Ｂ． ５５００００
Ｃ． ６８００００　 Ｄ． ５３００００

６． 【判断题】 对于企业持有的直接用于出售的原材料和用于继续加工的原材料， 在确定其可变

净现值时应当考虑相同的因素。 （ 　 　 ）
７． 【判断题】 为客观真实地反映存货期末价值， 企业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

值应以市场售价为基础计算。 （ 　 　 ）
８． 【判断题】 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 超出部分的存货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存

货合同价格作为计算基础。 （ 　 　 ）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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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存货期末计量原则

资产负债表日，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 是指期末存货的实际成本。 存货成本不是存货的账面价值， 而是其历史成本。

二、 存货减值迹象的判断（见表 ５－１）

表 ５－１　 存货减值迹象的判断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可变现净值为零

（１）该存货的市场价格持续下跌， 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无回升的希望；

（２）因企业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过时或消费者偏好改变而使市场的需求发

生变化， 导致市场价格逐渐下跌；

（３）企业使用该项原材料生产的产品的成本大于产品的销售价格；

（４）企业因产品更新换代， 原有库存原材料已不适应新产品的需要， 而该

原材料的市场价格又低于其账面成本；

（５）其他足以证明该项存货实质上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１）已霉烂变质的存货；

（２）已过期且无转让价值的存货；

（３）生产中已不再需要， 并且已无使

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存货；

（４）其他足以证明已无使用价值和转

让价值的存货

三、 存货跌价准备的核算

１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

（１）企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应计入当期损益（计入“资产减值损失”）。
借： 资产减值损失

贷： 存货跌价准备

（２）存货跌价准备通常应当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
①对于数量繁多、 单价较低的存货， 可以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②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 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 且难以与

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 可以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２ 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

（１）当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 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 并在原已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 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
借： 存货跌价准备

贷： 资产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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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核算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时， 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与计提该准备的存货项目或类别

应当存在直接对应关系。 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 意味着转回的金额以将存货

跌价准备的余额冲减至零为限。
（３）导致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的是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的消失， 而不是在当期造成

存货可变现净值高于其成本的其他影响因素。
如果本期导致存货可变现净值高于其成本的影响因素不是以前减记该存货价值的影响因

素， 则不允许将该存货跌价准备转回。
３ 存货跌价准备的转销

计提了跌价准备的存货， 如果其中部分已经销售， 则在结转销售成本时应同时结转已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
借： 存货跌价准备

贷： 主营业务成本 ／ 其他业务成本

如果按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 应当按照发生销售而转出存货的成本占该存货未转

出前该类别存货成本的比例结转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

四、 存货核算的“会、 税”差异

对于存货项目， 会计上和税法（所得税）上的主要差异在于“存货跌价准备”的影响， 即：
（１）会计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入当期资产减值损失， 影响会计当期净利润， 同时减

少期末“存货”项目的账面价值。
（２）所得税规定， 对于企业计提的各种减值准备， 除另有规定外， 一律不得计入当期应纳

税所得额。 因此对于会计上因“存货跌价准备”引起的“资产减值损失”变动， 进行纳税调整。
由此导致对于企业当期的“应交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产生影响。

１． （２０１８ 年·单选题）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甲、 乙公司签订了不可撤销合同， 约定以 ２０５
元 ／ 件的价格销售给乙公司 １０００ 件商品，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交货。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

该商品的库存数量为 １５００ 件， 成本为 ２００ 元 ／ 件， 市场销售价格为 １９１ 元 ／ 件， 预计产生销售费

用均为 １ 元 ／ 件，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甲公司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为（ 　 　 ）元。
Ａ． １５０００ Ｂ． ０
Ｃ． １０００ Ｄ． ５０００
有合同的 １０００ 件产品的可变现净值 ＝１０００×（２０５－１）＝ ２０４０００（元）， 成本为 ２０００００ 元

（１０００×２００）， 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 不需要计提跌价准备； 无合同的 ５００ 件产品的可变现净值

＝５００×（１９１－１）＝ ９５０００（元）， 成本为 １０００００ 元（５００×２００），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应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１０００００－９５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有合同的部分和没有合同的部分， 必须分别计算各自

的减值计提或转回的金额， 因此选项 Ｄ 正确。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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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０１９ 年·判断题）企业的存货跌价准备一经计提， 即使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

消失， 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也不得转回。 （ 　 　 ）
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消失时， 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可以转回。
×

１． 【单选题】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不可撤销的商品购销合同， 约定

甲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按每件 ２ 万元向乙公司销售 Ｗ 产品 １００ 件。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库存该产品 １００ 件， 每件实际成本和市场价格分别为 １ ８ 万元和 １ ８６ 万元。 甲公司

预计向乙公司销售该批产品将发生相关税费合计 １０ 万元。 如果按照市场价格销售该批产品

将发生相关税费合计 ９ 万元，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该批产品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负债表中应列示的金额为（ 　 　 ）万元。
Ａ． １７７ Ｂ． １８０
Ｃ． １８６ Ｄ． １９０

２． 【单选题】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库存丙材料的实际成本为 １００ 万元。 不含增值税的销

售价格为 ８０ 万元， 拟全部用于生产 １ 万件丁产品。 将该批材料加工成丁产品尚需投入的成

本总额为 ４０ 万元。 由于丙材料市场价格持续下降， 丁产品每件不含增值税的市场价格由原

１６０ 元下降为 １１０ 元。 估计销售该批丁产品将发生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合计为 ２ 万元。 不考

虑其他因素，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该批丙材料的账面价值应为（ 　 　 ）万元。
Ａ． ６８ Ｂ． ７０
Ｃ． ８０ Ｄ． １００

３． 【单选题】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持有乙原材料 ２００ 吨， 单位成本为 ２０ 万元 ／ 吨， 每吨

乙原材料可加工生产丙产成品一件， 该丙产成品售价为 ２１ ２ 万元 ／ 件（不含增值税）， 将乙

原材料加工至丙产成品过程中预计发生加工费等相关费用共计 ２ ６ 万元 ／ 件。 当日， 乙原材

料的市场价格为 １９ ３ 万元 ／ 吨（不含增值税）。 甲公司 ２０１９ 年财务报表批准报出前几日， 乙

原材料及丙产成品的市场价格开始上涨， 其中乙原材料价格为 １９ ６ 万元 ／ 吨（不含增值税），
丙产成品的价格为 ２１ ７ 万元 ／ 件， 甲公司在 ２０１９ 年以前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不考虑其他

因素， 甲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就持有的乙原材料应当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是（ 　 　 ）万元。
Ａ． ８０ Ｂ． ２８０
Ｃ． １４０ Ｄ． １８９

４． 【单选题】 甲、 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均为 １３％ 。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项不可撤销的销售合同， 约定甲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

每吨 ２ ２６ 万元的价格（含增值税）向乙公司销售 Ｋ 产品 ２００ 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

库存该产品 ３００ 吨， 单位成本为 １ ８ 万元， 单位市场销售价格为 １ ６９５ 万元（含增值税）。 甲

公司预计销售上述 ３００ 吨库存产品， 如果按合同约定价格， 每吨将发生销售费用和其他相

关税费 ０ １２５ 万元， 如果按照市场价格销售， 每吨将发生销售费用和其他相关税费 ０ ０８ 万

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述 ３００ 吨库存产品的账面价值为（ 　 　 ）万元。
Ａ． ５１７ Ｂ． ５０２
Ｃ． ５２１ ５ Ｄ． 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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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判断题】 已经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 如果价值上升导致可变现净值超过成本， 则应在原已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恢复减记的金额。 （ 　 　 ）
６． 【判断题】 企业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 如果只是部分销售， 只能所有存货都销售时才能一

并结转相关的存货跌价准备。 （ 　 　 ）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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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单选题】 ２×１９ 年年末， 甲公司库存 Ａ 原材料账面余额为 ２００ 万元， 数量为 １０ 吨。 该原材

料全部用于生产按照合同约定向乙公司销售的 １０ 件 Ｂ 产品。 合同约定： 甲公司应于 ２×２０
年 ５ 月 １ 日前向乙公司发出 １０ 件 Ｂ 产品， 每件售价为 ３０ 万元（不含增值税）。 将 Ａ 原材料

加工成 Ｂ 产品尚需发生加工成本 １１０ 万元， 预计销售每件 Ｂ 产品尚需发生相关税费 ０ ５ 万

元。 ２×１９ 年年末， 市场上 Ａ 原材料每吨售价为 １８ 万元， 预计销售每吨 Ａ 原材料尚需发生

相关税费 ０ ２ 万元。 ２×１９ 年年初， Ａ 原材料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

司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 Ａ 原材料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是（ 　 　 ）万元。
Ａ． ５ Ｂ． １０
Ｃ． １５ Ｄ． ２０

２． 【单选题】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持有乙原材料 ２００ 吨， 单位成本为 ２０ 万元 ／ 吨， 每吨

乙原材料可加工生产丙产成品一件， 该丙产成品市场价格为 ２１ ２ 万元 ／ 件， 将乙原材料加工

至丙产成品过程中尚需发生加工费等相关费用共计 ２ ６ 万元 ／ 件。 当日， 乙原材料的市场价

格为 １９ ３ 万元 ／ 吨。 甲公司 ２×１９ 年财务报表批准报出前几日， 乙原材料及丙产成品的市场

价格开始上涨， 其中乙原材料价格为 １９ ６ 万元 ／ 吨， 丙产成品的价格为 ２１ ７ 万元 ／ 件， 甲公

司在２×１９年以前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不考虑预计销售费用和其他因素， 甲公司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就持有的乙原材料应当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是（ 　 　 ）万元。
Ａ． ８０ Ｂ． ２８０
Ｃ． １４０ Ｄ． １８９

３． 【计算分析题】 （２０１７ 年）甲公司系生产销售机床的上市公司，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

值孰低计量， 并按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相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不可撤销的 Ｓ 型机床销售合同。 合

同约定， 甲公司应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０ 日向乙公司提供 １０ 台 Ｓ 型机床， 单位销售价格为 ４５ 万

元 ／ 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 Ｓ 型机床的库存数量为 １４ 台， 单位成本为 ４４ ２５ 万元 ／ 台， 该机床

的市场销售价格为 ４２ 万元 ／ 台。 估计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该机床的销售费用为 ０ １８ 万元 ／ 台，
向其他客户销售该机床的销售费用为 ０ １５ 万元 ／ 台。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前， 未曾对 Ｓ 型机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资料二：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库存一批用于生产 Ｗ 型机床的 Ｍ 材料。 该批材料的成

本为 ８０ 万元， 可用于生产 １０ 台 Ｗ 型机床， 甲公司将该批材料加工成 １０ 台 Ｗ 型机床尚需

投入 ５０ 万元。 该批 Ｍ 材料的市场销售价格总额为 ６８ 万元， 估计销售费用总额为 ０ ６ 万元。
甲公司尚无 Ｗ 型机床订单。 Ｗ 型机床的市场销售价格为 １２ 万元 ／ 台， 估计销售费用为 ０ １
万元 ／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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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前， “存货跌价准备———Ｍ 材料”账户的贷

方余额为 ５ 万元。
假定不考虑增值税等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要求：
（１）计算甲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Ｓ 型机床的可变现净值。
（２）判断甲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Ｓ 型机床是否发生减值， 并简要说明理由。 如果发生减

值， 计算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 并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３）判断甲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是否应对 Ｍ 材料计提或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并简要说明

理由。 如果应计提或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计算应计提或转回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 并编制

相关会计分录。
（答案中的金额单位用万元表示）

４． 【综合题】 甲公司为上市公司， 存货核算采用实际成本法， 期末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

原则计量， 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２５％ ， 增值税率为 １３％ 。 ２×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甲公司

与乙公司签订一份不可撤销的合同， 约定在 ２×２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销售给乙公司 ５０ 套 Ｂ 设备，
每套价格 ９６ ０５ 万元（含增值税）， 如不履行合同， 则应当按合同总金额的 １０％ 向乙公司赔

偿。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甲公司以 ４ ５ 万元 ／ 件（不含增值税）的价格购入生产 Ｂ 设备的专用材

料 Ａ 材料 ５００ 件， 入库时发现毁损 ３０ 件， 其中属于运输中合理损耗 １０ 件， 应当由运输单位

承担的损耗 ２０ 件。 甲公司购入该批 Ａ 材料， 全部用于生产 Ｂ 设备， 已知每 １０ 件 Ａ 材料可

以生产 Ｂ 设备 １ 套。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库存 Ａ 材料的市场销售价格单价为 ４ ３２ 万

元 ／ 件（不含增值税）， 因年底安全检查， 甲公司尚未开始生产 Ｂ 设备。 由于 ２×１９ 年年末发

生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导致用工紧张， 预计生产 Ｂ 设备每套需发生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４４ 万

元， 预计销售费用及税费每套 １ ５ 万元。 Ｂ 设备属于乙公司的定制化设备， 市场上再无其他

公司使用相同或类似的设备。 假定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初， 甲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为 ３２ ２ 万

元， 且并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不考虑其他事项。
要求：
（１）计算甲公司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Ａ 材料的入库总成本及单位成本。
（２）计算甲公司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Ａ 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并简要说明理由。
（３）判断甲公司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是否存在亏损合同义务， 并简要说明理由。 如果存在亏

损合同义务， 假定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 计算相关亏损合同义务金额， 并编制相关会计

分录。
（４）计算甲公司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 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答案中的金额单位用万元表示， 计算结果保留三位小数）

参考答案及解析

１． Ｃ　 【解析】 Ｂ 产品的成本 ＝２００＋１１０ ＝３１０（万元）， Ｂ 产品的可变现净值 ＝３０×１０－０ ５×１０ ＝
２９５（万元）， 成本大于可变现净值， Ｂ 产品发生减值， 所以用于生产 Ｂ 产品的 Ａ 原材料也发

生了减值。
Ａ 原材料的成本＝２００（万元）， Ａ 原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３０×１０－１１０－０ ５×１０ ＝１８５（万元），
故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２００－１８５＝１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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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Ｂ　 【解析】 丙产成品的成本＝２００×２０＋２ ６×２００＝４５２０（万元）， 丙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２００
×２１ ２＝４２４０（万元）， 成本大于可变现净值， 丙产成品发生减值， 因此乙原材料发生减值。
乙原材料的可变现净值＝２００×２１ ２－２ ６×２００ ＝３７２０（万元）， 原材料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２００×２０－３７２０＝２８０（万元）。
３． 【答案】 （１）有合同部分的可变现净值＝１０×（４５－０ １８）＝ ４４８ ２（万元）；

无合同部分的可变现净值＝（１４－１０）×（４２－０ １５）＝ １６７ ４（万元）；
甲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Ｓ 型机床的可变现净值＝４４８ ２＋１６７ ４＝６１５ ６（万元）。
（２）甲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Ｓ 型机床有合同部分没有发生减值， 无合同部分发生了减值。
理由： 对于有合同的部分， 成本＝４４ ２５×１０＝４４２ ５（万元）， 小于其可变现净值 ４４８ ２ 万元，
成本小于可变现净值， 因此没有发生减值； 对于无合同部分， 成本 ＝４４ ２５×４ ＝１７７（万元），
大于其可变现净值 １６７ ４ 万元， 因此发生了减值。
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１７７－１６７ ４＝９ ６（万元）。
借： 资产减值损失 ９ ６

贷： 存货跌价准备 ９ ６
（３）Ｍ 材料应该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理由： 甲公司生产的 Ｗ 型机床的成本＝８０＋５０ ＝１３０（万元）， 可变现净值 ＝１２×１０－０ １×１０ ＝
１１９（万元）， 成本大于可变现净值， Ｗ 型机床发生了减值， 因此 Ｍ 材料发生了减值。
Ｍ 材料存货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８０－（１２×１０－０ １×１０－５０）＝ １１（万元）， 大于存货跌价准备

的期初余额 ５ 万元， 因此 Ｍ 材料应该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Ｍ 材料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１１－５＝６（万元）。
借： 资产减值损失 ６

贷： 存货跌价准备 ６
４． 【答案】 （１）Ａ 材料的入库总成本＝４ ５×（５００－２０）＝ ２１６０（万元）， Ａ 材料的入库单位成本 ＝

４ ５×（５００－２０） ／ （５００－２０－１０）＝ ４ ５９６（万元 ／ 件）。
（２）库存 Ａ 材料是专门用来生产 Ｂ 设备的， 因此应当以 Ｂ 设备的预计售价为基础计算其可

变现净值。 由于签订合同销售 Ｂ 设备 ５０ 套， 而库存 Ａ 材料可用来生产 Ｂ 设备 ４７ 套（４７０÷
１０）， 因此全部以合同售价为基础来计算， 并考虑销售给乙公司的相关的销售费用和税费。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Ａ 材料的可变现净值＝９６ ０５÷（１＋１３％ ）×４７－４４×４７－１ ５×４７ ＝１８５６ ５（万

元）。
（３）由于年底尚未生产， 该合同属于待执行合同， 由于加工成本上涨， 且存在赔偿义务， 导

致履行合同义务不可避免发生的成本超过预期经济利益， 因此存在亏损合同义务。
如果不履行合同， 则需要发生赔偿支出＝５０×９６ ０５×１０％ ＝４８０ ２５（万元）， 此外 Ａ 材料只能

按市场价格销售， 预计损失＝２１６０－４ ３２×４７０ ＝１２９ ６（万元）。 因此不履行合同预计发生的

损失＝４８０ ２５＋１２９ ６＝６０９ ８５（万元）。
如果履行合同， 则预计利润＝５０×９６ ０５÷（１＋１３％ ）－（２１６０＋４４×４７＋１ ５×４７）－（４ ３２×３０＋４４×
３＋１ ５×３）＝ ４２５０－４２９８ ５－２６６ １＝－３１４ ６（万元）。
因此应当选择履行该合同。
虽然 Ｂ 设备尚未生产， 但已经持有为生产 Ｂ 设备而购入的 Ａ 材料， 因此应当计算 Ａ 材料的

跌价准备金额＝２１６０－１８５６ ５＝３０３ 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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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对于超出现有 Ａ 材料可生产设备数之外的 ３ 套设备， 预计利润＝３×９６ ０５÷（１＋１３％ ）－
（４ ３２×３０＋４４×３＋１ ５×３）＝ －１１ １（万元）， 因此应确认预计负债 １１ １ 万元。
账务处理如下：
借： 资产减值损失 ３０３ ５

贷： 存货跌价准备 ３０３ ５
借： 营业外支出 １１ １

贷： 预计负债 １１ １
（４）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３０３ ５×２５％ ＋１１ １×２５％ ＝７８ ６５（万元）。
账务处理如下：
借：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７８ ６５－３２ ２）４６ ４５

贷： 所得税费用 ４６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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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三　 固定资产

一、 固定资产的确认

（１）企业出于安全或者环保的要求购入设备等， 有助于企业从其他相关资产的使用获得未

来经济利益或者获得更多的未来经济利益， 应确认为固定资产。
（２）固定资产的各组成部分， 如果具有不同使用寿命或者以不同方式为企业提供经济利

益， 企业应当将各组成部分确认为单项固定资产。
（３）周转性质的物资， 符合固定资产定义和确认条件的， 如民用航空运输企业的高价周转

件等， 应当确认为固定资产。

工业企业所持有的工具、 用具、 备品备件、 维修设备等资产， 施工企业所持有

的模板、 挡板、 架料等周转材料， 以及地质勘探企业所持有的管材等通常确认为存货。

二、 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固定资产的成本， 是指企业购建某项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一切合理、
必要的支出， 具体如表 ７－１ 所示。

表 ７－１　 固定资产成本项目

支出性质 包括内容

直接支出 购买价款、 相关税费、 运杂费、 包装费和安装成本

间接支出 应承担的借款利息、 外币借款折算差额以及应分摊的其他间接费用

１． 外购固定资产

（１）企业外购固定资产的成本， 包括购买价款、 相关税费、 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前所发生的可归属于该项资产的运输费、 装卸费、 安装费和专业人员服务费等。

对于员工培训费（如对购入设备的使用进行培训的费用）， 不属于固定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合理、 必要的支出， 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不能计入购入设备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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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购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判断如表 ７－２ 所示。

表 ７－２　 外购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判断

安装要求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判断及核算要求

购入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购入后即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相关支出直接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购入需安装的固定资产
安装调试后达到设计要求或合同规定的标准，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相关支出通过“在建工程”科目核算其成本

（２）一揽子购入固定资产的计量原则。 企业可能以一笔款项购入多项没有单独标价的固定

资产， 此时应当按照各项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比例对总成本进行分配， 分别确定各项固定资产

的成本。
２． 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１）自营方式建造固定资产

企业通过自营方式建造的固定资产， 其成本应当按照实际发生的材料、 人工、 机械施工费

等计量。
（１）企业为在建工程准备的各种物资， 包括工程用材料、 尚未安装的设备以及为企业生产

准备的工器具等， 通过“工程物资”科目进行核算。 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工程物资盘盈、 盘亏、
报废、 毁损的处理如表 ７－３ 所示：

表 ７－３　 工程物资盘盈、 盘亏、 报废、 毁损的处理

工程完工情况 盘亏、 毁损、 报废的工程物资 盘盈的工程物资

尚未完工

借： 在建工程

其他应收款———个人 ／ 保险公司

贷： 工程物资

借： 工程物资

贷： 在建工程

已经完工

借： 营业外支出

其他应收款———个人 ／ 保险公司

贷： 工程物资

借： 工程物资

贷： 营业外收入

（２）企业为建造固定资产， 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不计入在建

工程成本， 应确认为无形资产。
２）出包方式建造固定资产

通过出包方式建造的固定资产， 其入账价值应当按照建造该项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确定。
（１）必要支出， 包括建筑工程支出、 安装工程支出、 在安装设备支出以及需分摊计入的待

摊支出。
（２）待摊支出， 包括为建造工程发生的管理费、 可行性研究费、 临时设施费、 公证费、 监

理费、 应负担的税金、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 建设期间发生的工程物资盘亏、 报废及毁

损净损失， 以及负荷联合试车费等。
３． 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

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 应当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入账， 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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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允的除外。

如果协议或约定价值不公允的， 应当按公允价值入账。
４． 存在弃置费用的固定资产

弃置费用通常是指根据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 国际公约等规定， 企业承担的环境保护和生

态恢复等义务所确定的支出。
１）弃置费用的初始入账的账务处理

（１）存在弃置费用的固定资产入账时：
借： 固定资产 ／ 在建工程

贷： 银行存款等

预计负债［未来支出的弃置费用的现金流量折现， 通常为复利现值］
（２）期末确认财务费用时：
借： 财务费用等［实际利率法分摊］

贷： 预计负债

（３）到期支付相关支出时：
借： 预计负债［初始入账＋各期发生额］

贷： 其他应付款

借： 其他应付款

贷： 银行存款等

２）弃置费用的后续变动（见表 ７－４）

表 ７－４　 弃置费用的后续变动

调整预计负债金额 资产尚在使用寿命期调整处理原则 资产使用寿命结束调整处理原则

调整减少预计负债

调整增加预计负债

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限扣减固定资产成本

减少额超过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超出部分确认为当期

损益

直接增加该固定资产的成本

直接确认损益

按照上述原则调整的固定资产， 在资产剩余使用年限内计提折旧。
３）一般工商企业的固定资产

此类固定资产发生的报废清理费用不属于弃置费用， 应当在发生时作为固定资产毁损、 报

废损失处理。

１． （２０１７ 年·判断题）企业为符合国家有关排污标准而购置的大型环保设备， 因其不能为

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因此不确认为固定资产。 （ 　 　 ）
企业由于安全或环保的要求购入设备等， 虽然不能直接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但有助

企业从其他相关资产的使用中获得未来经济利益或者获得更多的未来经济利益， 也应确认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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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产。
×

２ （２０１７ 年·多选题）下列各项中， 企业应计入自行建造固定资产成本的有（ 　 　 ）。
Ａ． 为建造固定资产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土地出让金

Ｂ．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工程用物资成本

Ｃ．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分担的间接费用

Ｄ．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

选项 Ａ， 根据“房地分离”的原则， 对于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土地出让金， 应确认为无

形资产单独核算。

ＢＣＤ

３ （２０１８ 年·判断题）特殊行业的特定固定资产， 对其进行初始计量时， 还应该考虑弃置费

用， 企业应当将弃置费用的现值计入相关固定资产的成本， 同时确认相应的预计负债。 （ 　 　 ）
含有弃置义务的固定资产入账时， 入账成本包括弃置费用的折现值， 同时按相同金额确认

预计负债。

√

４ （２０１８ 年·单选题）甲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１８ 年 １ 月 １５ 日购买一台生产设备并

立即投入使用。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 ５００ 万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６５ 万元。 当日甲公

司预付了该设备未来一年的维修费，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 １０ 万元， 增值税税额

为 １ ３ 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项设备的入账价值为（ 　 　 ）万元。
Ａ． ５８５ Ｂ． ５９６
Ｃ． ５００ Ｄ． ５１０
固定资产维修费不能资本化， 因此预付的该设备未来的维修费应确认为预付账款， 实际发

生维修支出时再确认管理费用。 该项设备的入账价值为 ５００ 万元。

Ｃ

１． 【判断题】 民用航空运输企业的高价周转件等， 即使符合固定资产定义和确认条件的， 也应

当作为周转材料核算， 列入存货项目。 （ 　 　 ）
２． 【单选题】 甲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进口一套需安装的生产设备，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上注明的价款为 ５０ 万欧元， 购入当日即期汇率为 １ 欧元＝７ ４４ 人民币元， 款项尚未支付，
发生进口关税 ２８ 万人民币元， 进口商品增值税税率为 １３％ ， 发生运杂费 １５ 万元， 自行安装

耗用材料 ２０ 万元， 发生安装人工费 ５ 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生产设备安装完毕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转入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为（ 　 　 ）万元。
Ａ． ４１２ Ｂ． ４２５
Ｃ． ４９２ Ｄ． ４４０

３． 【多选题】 某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生产经营用设备， 其入账价值通常包括（ 　 　 ）。
Ａ． 实际支付的买价 Ｂ． 进口环节缴纳的增值税

Ｃ． 途中保险费 Ｄ． 员工培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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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单选题】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甲公司建造了一座核电站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投入使用， 累计

发生的资本化支出为 ２１００００ 万元， 当日， 甲公司预计该核电站在使用寿命届满时为恢复环

境发生弃置费用 １００００ 万元， 其现值为 ８２００ 万元。 该月在工程完工后发生工程物资毁损 ７５０
万元， 该核电站完工后的入账价值为（ 　 　 ）万元。
Ａ． ２０００００ Ｂ． ２１０７５０
Ｃ． ２１８２００ Ｄ． ２１８９５０

５． 【多选题】 下列关于固定资产的确认和计量的表述中， 不正确的有（ 　 　 ）。
Ａ． 一般工商企业的固定资产发生的报废清理费用如果金额重大， 可以比照弃置费用的规定

折现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Ｂ． 购建固定资产过程中发生的专业人员服务费， 应该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Ｃ． 以一笔款项购入多项没有单独标价的固定资产及其他资产， 应当按照各项固定资产的公

允价值确定各项固定资产的成本， 然后倒挤其他资产成本

Ｄ． 固定资产的各组成部分， 即使具有不同使用寿命或者以不同方式为企业提供经济利益，
也应当合并确认为一项固定资产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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