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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刺通关必刷模拟试卷（一）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答案速查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Ｂ ２ Ｃ ３ Ｃ ４ Ｂ ５ Ｄ

６ Ｂ ７ Ｃ ８ Ｂ ９ Ｃ １０ Ｃ

１１ Ａ １２ Ｂ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ＢＣ ２ ＢＤ ３ ＣＤ ４ ＢＣＤ ５ ＡＣ

６ ＡＣＤ ７ ＢＤ ８ ＣＤ ９ ＡＣＤ １０ ＡＣＤ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Ｂ　 【解析】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６ 号———关联方披露》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１３ 号》， 下列各

方构成关联方：
（１）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２）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 不构成关联方。
以上所提及的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２． Ｃ　 【解析】 选项 Ａ， 应该将很可能承担的义务确认为预计负债， 基本确定可以获得的第三方补偿单

独确认为其他应收款； 选项 Ｂ， 除非所涉及的企业具有以净额结算的法定权利并且意图以净额结

算， 否则各企业之间的当期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资产和当期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负债不应

予以抵销； 选项 Ｄ， 应将应收分保保险责任准备金以及相关的保险责任准备金分别确认为资产和

负债。
３． Ｃ　 【解析】 事项①和②， 甲公司转移了对金融资产的控制权和所有权， 因此应该终止确认， 并确

认处置投资收益； 事项③， 企业已经就一项出售计划作出决议且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 预计出售将

在一年内完成， 应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并按照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孰低进行计量。 因此应确认的投资收益 ＝ （５００－ ３２０） ＋（１０００－ ９８０） ＝ ２００（万元）； 选项 Ｃ
错误。

４． Ｂ　 【解析】 甲公司因持有该项金融资产影响留存收益的金额 ＝售价（８００－１０）－初始投资成本（７００－
３０）＝ １２０（万元）， 相关会计分录为：
借： 银行存款 （８００－１０）７９０

贷： 其他权益工具———成本 （７００－３０）６７０
———公允价值变动 （７８０－６７０）１１０

盈余公积 １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９

借：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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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盈余公积 １１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９９

５． Ｄ　 【解析】 上述业务的会计处理如下：
２×１９ 年 ６ 月 １ 日：
借： 库存股 ４００

贷： 银行存款 ４００
２×１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借： 库存股 ６００

贷： 银行存款 ６００
２×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借： 股本 ２００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４００
贷： 库存股 ６００

选项 ＡＢ， 企业回购库存股时， 应按照回购价格乘以股数确认库存股的增加， 不确认资本公积的变

动； 选项 Ｃ， ２×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甲公司股本余额＝ ５０００－２００＝ ４８００（万元）； 选项 Ｄ， ２×１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甲公司库存股余额＝ １００×４＋２００×３－２００×３＝ ４００（万元）。

６． Ｂ　 【解析】 由于在 ２×１７ 年年初至 ２×１９ 年年初已有足够的信息表明船舶的预计净残值发生了变更，
因此甲公司在 ２×１９ 年 ５ 月发布公告变更预计净残值的做法是错误的， 应该在 ２×１７ 年年末对固定资

产的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时作出变更， 因此应该作为前期差错更正追溯调整

２×１８ 年的折旧等相关会计信息。
７． Ｃ　 【解析】 选项 ＡＤ， 应记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选项 Ｂ， 应确认为“其他权益工具”。
８． Ｂ　 【解析】 此交易中， 由于甲公司自 ２×２０ 年 ２ 月 １ 日起就已拥有对商铺使用权的控制， 因此租赁

期开始日为 ２×２０ 年 ２ 月 １ 日， 即租赁期包含乙公司给予甲公司的免租期。
９． Ｃ　 【解析】 选项 ＡＢＣ， 自愿遣散、 强制遣散以及不再使用的厂房的租赁撤销费属于与重组义务直

接相关的费用， 对于职工转岗发生的培训费与继续进行的活动有关， 在实际发生时进行账务处理，
不属于与重组相关的直接支出； 选项 Ｄ， 企业管理费用的确认金额＝ ５×３００＋４×２００＝ ２３００（万元）。

１０． Ｃ　 【解析】 选项 Ｃ， Ｂ 公司所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所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 ６５０＋
相关税费 ２＝ ６５２（万元）。

１１． Ａ　 【解析】 甲公司 ２×１９ 年基本每股收益＝ ５００ ／ ［（１０００－１００×１０ ／ １２＋３００×６ ／ １２）×１ ２］ ＝ ０ ３９（元）
１２． Ｂ　 【解析】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设备属于内部交易， 其抵销分录为：

借： 营业收入 ５００
贷： 营业成本 ３００

固定资产———原值 ２００
当期应抵销的固定资产折旧＝ ２００ ／ ５ ／ １２×９＝ ３０（万元）， 分录为：
借：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３０

贷： 管理费用 ３０
乙公司个别报表中计提减值前该设备的账面价值＝ ５００－５００ ／ ５×９ ／ １２＝ ４２５（万元）， 应计提减值金额

＝ ４２５－３５０＝ ７５（万元），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７５×２５％ ＝ １８ ７５（万元）。
合并报表角度计提减值前账面价值 ＝ ３００－３００ ／ ５×９ ／ １２ ＝ ２５５（万元）， 小于可收回金额， 未发生减

值。 抵销个别报表中计提的减值准备：
借：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７５

贷： 资产减值损失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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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备的计税基础＝ ４２５（万元）， 合并报表角度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 （４２５－２５５） ×２５％ ＝ ４２ ５
（万元）， 因此合并报表调整、 抵销分录中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 ４２ ５－１８ ７５ ＝ ２３ ７５（万元）。
分录为：
借：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３ ７５

贷： 所得税费用 ２３ ７５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ＢＣ　 【解析】 将其他权益工具重分类为金融负债的， 在重分类日应按工具的公允价值确定金融负

债的入账价值，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应计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 资本

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 依次冲减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２． ＢＤ　 【解析】 选项 ＡＢ， 甲公司授予其子公司职工的不是自身的股票等权益工具， 因此甲公司应该

将其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并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按照乙公司普通股的市场价

格计算当期应确认的职工薪酬； 达到可行权条件后， 应继续按照资产负债表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

确认职工薪酬， 并将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选项 Ｃ， 乙公司没有结算义务， 因此应将其作为权益结

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３． 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不会导致该信托计划不能划分为所有者权益； 选项 Ｂ， 说明 Ａ 公司属于甲公

司的子公司， 继续纳入甲公司的合并范围， 与该信托计划的划分无关。
４． Ｂ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开发支出属于企业尚未完工的自行研发无形资产的资本化支出列报金额，

属于企业的非流动资产。
５． ＡＣ　 【解析】 选项 Ａ， 甲公司应确认营业收入＝ 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３）＝ １２００（万元）； 选项 Ｂ， 甲公司应

确认营业利润＝（１０００－６００）（１）＋（８００－５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１００（４）＝ １０００（万元）； 选项 Ｃ， 甲公司

应确认利润总额＝ １０００（万元）； 选项 Ｄ， 甲公司应确认净利润＝ １０００－３００（５）＝ ７００（万元）。
６． ＡＣＤ　 【解析】 选项 Ｂ， 无论资本化期间还是非资本化期间， 外币一般借款的汇兑差额均应费用化

计入财务费用； 选项 Ｃ， 专门借款汇兑差额 ＝ ５００×（６ ２－６ ３）＝ －５０（万元）， 冲减在建工程； 选项

Ｄ， 一般借款汇兑差额＝ ６００×（６ ２－６ ３）＝ －６０（万元）， 冲减财务费用。
７． ＢＤ　 【解析】 选项 Ｂ， Ａ 公司很可能履行连带责任， 但是损失金额不确定， 因此不符合确认预计负

债的条件， 应当在财务报表附注中作相应的披露； 选项 Ｄ， 已对其确认预计负债的产品， 如企业不

再生产， 则应在相应的产品质量保证期满后， 将预计负债余额冲销。
８． 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用于交换的该项债权投资属于货币性资产； 选项 Ｂ， 构成了企业合并， 对甲

公司来说， 应适用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和企业合并准则等， 不适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９． ＡＣＤ　 【解析】 选项 Ｂ， 应该采用权益法进行后续计量。
１０． ＡＣＤ　 【解析】 本题中甲公司的该项履约义务是时段内义务。 因为甲公司有权就累计至今已完成的

履约部分收取能够补偿其已发生成本和合理利润的款项， 并且该权利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 计算分析题

１． 【答案】
事项（１）， 甲公司应根据其年初折现率计算当期服务成本并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年末， 采用新的折

现率重新计算设定受益义务的现值， 并与当期服务成本比较， 将形成的精算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

损益。
甲公司 ２×１９ 年年末应向高管人员支付的价款＝ ５０００×５％ ＝ ２５０（万元）； ２×１８ 年当期服务成本＝ ２５０ ／
２ ／ （１＋５％）＝ １１９ ０５（万元）。 ２×１８ 年年末设定受益计划义务的现值 ＝ ２５０ ／ ２ ／ （１＋３％）＝ １２１ ３６（万
元）， 形成精算损失＝ １２１ ３６－１１９ ０５＝ ２ ３１（万元）。
相关会计分录为：
借： 管理费用———当期服务成本 １１９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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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算损失 ２ ３１
贷： 应付职工薪酬———递延奖金计划 １２１ ３６

事项（２）， 甲公司应根据本年剩余假期中预计下年将使用的部分， 预计累积带薪缺勤的金额， 并在

２×１８ 年末将其确认为应付职工薪酬。
在 ２×１８ 年末应确认的累积带薪缺勤金额＝ ５０×３×８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１２（万元）
借： 管理费用 １２

贷： 应付职工薪酬———累积带薪缺勤 １２
事项（３）， 甲公司应将其外购的公寓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在实际销售给职工时， 按照收取的价款与

公寓的购买价款之间的差额确认为长期待摊费用， 并在职工服务期内分摊计入当期损益。
借： 固定资产 （１０×１５０）１５００

贷： 银行存款 １５００
借： 银行存款 （１５０×１０ ／ ２）７５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７５０
贷： 固定资产 １５００

甲公司 ２×１８ 年应分摊的金额＝ ７５０ ／ １５ ／ １２×３＝ １２ ５（万元）
借： 管理费用 １２ ５

贷： 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１２ ５
借： 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１２ ５

贷：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２ ５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ｔｅｍ １：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ｈａｌ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ｓ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 ｒａｔｅ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ｅｘｐｅｎｓ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ｉｓｃｏｕｎｔ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ｒｉａｌ ｇａｉｎｓ ｏｒ
ｌｏｓｓ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ｓ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１９， Ａ ｐｒ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ｙ ｔｏ ｓｅｎｉｏｒ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ｓ＝ ５０００×５％ ＝ ２５０（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ｓ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２×１８＝ ２５０ ／ ２ ／ （１＋５％）＝ １１９ ０５（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 １８，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ｐｌａ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 ２５０ ／ ２ ／ （１＋ ３％） ＝ １２１ ３６（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ｒｉａｌ ｌｏｓｓ＝ １２１ ３６－１１９ ０５＝ ２ ３１（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ｅ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Ｄ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ｏｓｔ １１９ ０５

———ａｃｔｕａｒｉａｌ ｌｏｓｓ ２ ３１
Ｃ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ａｙａｂｌｅ———ｄｅｆｅｒｒｅｄ ｂｏｎｕｓ ｐｌａｎ １２１ ３６

Ｉｔｅｍ ２：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ｈａｌ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ａｉｄ ａｂｓｅｎｔｅｅｉｓ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
ｎｉｎｇ ｌｅａ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ｉｔ 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ｒｙ
ｐａｙ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１８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ｐａｉｄ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 × １８ ＝ ５０ × ３ × ８００ ／ １００００ ＝ １２ （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１２

Ｃ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ａｙａｂｌｅ １２
Ｉｔｅｍ ３：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ｈａｌ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ｉｔｓ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ｎ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ｓｏｌｄ ｔｏ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ｄｅｆｅｒｒｅｄ ｅｘｐｅｎｓ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ｇｅｄ ｐｒ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４·



冲刺通关必刷模拟试卷（一）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Ｄｒ： Ｎ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ｓｓｅｔｓ （１０×１５０）１５００

Ｃｒ： Ｂａｎｋ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１５００
Ｄｒ： Ｂａｎｋ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１５０×１０ ／ ２）７５０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ｔｏ ｂｅ ａｍｏｒｔｉｚｅｄ ７５０
Ｃｒ： Ｎ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ｓｓｅｔｓ １５００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ｔｏ ｂｅ 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ｅｄ ｆｏｒ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 ２×１８＝ ７５０ ／ １５ ／ １２×３＝ １２ ５（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Ｄ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１２ ５

Ｃ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ａｙａｂｌｅ———Ｎｏｎ－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１２ ５
Ｄｒ：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Ｐａｙａｂｌｅ———Ｎｏｎ－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１２ ５

Ｃｒ：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ｔｏ ｂｅ ａｍｏｒｔｉｚｅｄ １２ ５
２． 【答案】

（１）借： 银行存款 ２５０
贷：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３０

合同负债 ２０
借： 主营业务成本 １５０

贷： 库存商品 １５０
甲公司当期应计提的预计负债为 １０ 万元：
借： 销售费用 １０

贷： 预计负债 １０
实际发生 ２ 万元保修支出时：
借： 预计负债 ２

贷： 应付职工薪酬 ２
（２）①甲公司因该项金融资产影响 ２×１８ 年损益的金额为 ０。
②２×１８ 年的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借： 其他综合收益 （６００－２００）４００

贷：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４００
③不属于日后调整事项。
理由： 甲公司出售该项金融资产的行为是 ２×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发生的， 在报告年度资产负债表日并不

存在这一行为或状况， 所以不属于日后调整事项。
出售时的分录为：
借： 银行存款 ２１０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３１０
贷：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５１０

盈余公积 １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９

借： 盈余公积 ３１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２７９
贷： 其他综合收益 ３１０

（３）属于日后调整事项。
理由： 短期利润分享计划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企业应当确认相关的应付职工薪酬， 并计入当期损

益或相关资产成本： ①企业因过去事项导致现在具有支付职工薪酬的法定义务或推定义务； ②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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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冲刺通关必刷 ８ 套模拟试卷

润分享计划所产生的应付职工薪酬义务能够可靠估计。 甲公司日后期间获得新的证据表明资产负债

表日已存在的利润分享计划， 金额已进一步得以确定， 因此应作为日后调整事项处理。
调整分录为：
借：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管理费用 ６００

———调整销售费用 ３００
贷： 应付职工薪酬———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９００

借： 盈余公积 （９００×１０％）９０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９００×９０％）８１０
贷：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管理费用 ６００

———调整销售费用 ３００
四、 综合题

１． 【答案】
（１）事项（１），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 投资性房地产不得由公允价值模式变更为成本模式。 更正分录为：
借：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４０００

———公允价值变动 ５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４００
贷： 投资性房地产 ４０００

盈余公积 ４０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３６０
其他业务成本 １００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４５００－４１００）４００

事项（２）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 转换日自用房地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应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企业取得的租金

收入应确认为其他业务收入， 且应分期确认； 租赁期间支付的维修费用（履约成本）在实际支付时

应计入其他业务成本， 同时年末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更正分

录为：
借： 资本公积 １０００

贷：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０００
借： 营业外收入 １２０

贷：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２０×１０ ／ １２）１００
预收账款 ２０

借： 其他业务成本 ５ ５
贷： 管理费用 ５ ５

借：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５５００－５０００）５００
贷：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５００

事项（３）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 车间管理部门人员的薪酬应计入制造费用， 期末转入产品成本； 由于研发项目处于研究阶

段， 无形资产能否研发成功尚不确定， 因此发生的支出应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 更正分录为：
借： 库存商品 （２０×０ ８）１６

管理费用 （１０×０ ８＋３０×０ ８－１５）１７
主营业务成本 （２０×０ ５＋３０×０ ５＋１０×０ 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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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０×０ ８＋３０×０ ８＋１０×０ ８）４８
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１５

借：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８
贷： 主营业务收入 ４８

事项（４）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 ①甲公司取得该财政拨款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应该在取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 后续

期间按照资产的折旧进度分摊计入当期损益； ②企业的建造工程应该在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转入固定资产， 并从下月开始计提折旧。 在将来办理竣工决算后， 再按照竣工决算的金额对固定资

产原值进行调整。 更正分录为：
借： 其他收益 ３４４

贷： 递延收益 ３４４
借： 固定资产 ３７０

财务费用 １ ８
贷： 在建工程 ３７１ ８

借： 管理费用 ３ ７
贷： 累计折旧 （３７０ ／ ５０ ／ １２×６）３ ７

借： 递延收益 ３ ４４
贷： 其他收益 （３４４ ／ ５０ ／ １２×６）３ ４４

事项（５）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 折旧年限由 ９ 年改为 ６ 年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应该自变更日开始采用未来适用法计提折旧，
不应该对以前年度计提的折旧进行调整。 甲公司的更正分录为：
借： 累计折旧 １１２ ５

贷： 盈余公积 １１ ２５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１０１ ２５

借： 累计折旧 ２５
贷： 管理费用 ２５

【思路点拨】 ①按照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时， 以前年度已累计折旧 ２ 年零 ３ 个月， 按照 ９ 年计算

折旧总额 ＝ ９００ ／ ９ ／ １２×（２×１２＋３） ＝ ２２５（万元）； 按照 ６ 年计算折旧总额 ＝ ９００ ／ ６ ／ １２×（２×１２＋３） ＝
３３７ ５（万元）； 错误处理中调增的累计折旧 ＝ ３３７ ５－２２５ ＝ １１２ ５（万元）， 更正分录应将其冲销。 ②
当年按照正确的做法： 至变更日该资产的账面价值＝ ９００－９００ ／ ９×３ ＝ ６００（万元）； １０ 月至 １２ 月计提

的折旧＝ ６００ ／ （６－３） ／ １２×３＝ ５０（万元）； １ 月至 ９ 月计提的折旧＝ ９００ ／ ９ ／ １２×９＝ ７５（万元）； 因此累计

应该计提的折旧＝ ５０＋７５＝ １２５（万元）； 错误处理当期计提折旧 １５０ 万元， 更正分录应调整差额 ２５
万元。
（２）根据上述更正分录， 对甲公司 ２×１８ 年损益的影响总额 ＝ （１）（１００＋４００） ＋（２）（－１２０＋１００－５ ５＋
５ ５＋５００）＋（３）（－１７－３０＋４８）＋（４）（－３４４－１ ８－３ ７＋３ ４４） ＋（５）２５ ＝ ６５９ ９４（万元）， 对盈余公积的

调整分录为：
借：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６５ ９９

贷： 盈余公积 ６５ ９９
２． 【答案】

（１）甲公司取得该项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金额＝ ２３５－１０＋２＝ ２２７（万元）
借：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２２７

应收股利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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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银行存款 ２３７
２×２０ 年末该项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３００－２２７＝ ７３（万元）
借：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７３

贷： 其他综合收益 ７３
（２）①甲公司增资后对乙公司股权投资应采用权益法进行后续计量。 理由： 追加投资后甲公司的持

股比例为 ３０％， 且能够对乙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②甲公司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４００＋８００＝ １２００（万元）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 ４２００×３０％ ＝ １２６０（万元）
前者小于后者， 因此， 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为 １２６０ 万元。
③增资日甲公司的会计分录为：
借： 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１２００

贷：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２２７
———公允价值变动 ７３

盈余公积 １０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９０
银行存款 ８００

借： 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６０
贷： 营业外收入 ６０

借： 其他综合收益 ７３
贷： 盈余公积 ７ ３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６５ ７
④２×２１ 年下半年乙公司调整后的净利润＝ １５００ ／ ２－（４２００－４０００） ×４０％－（４００－３００） ＋（４００－３００） ／ ５×
３ ／ １２＝ ５７５（万元）。
借：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１７２ ５

贷： 投资收益（５７５×３０％） １７２ ５
借： 长期股权投资———其他综合收益 ２４

贷： 其他综合收益 （１６０×６ ／ １２×３０％）２４
借： 长期股权投资———其他权益变动 ６０

贷：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２００×３０％）６０
（３）甲公司合并丙公司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理由： 在本次企业合并前， 甲公司和 Ａ 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 甲公司与丙公司不存在相同的

最终控制方。
该项企业合并的初始投资成本＝ ５００＋６ ５×１０００＝ ７０００（万元）。
处理原则： 投资方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 形成控制之前对

股权投资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 应该按照原投资的公允价值与购买日新取得股份所支付对价的公允

价值之和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股权的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当期损益或留存收益， 并将原累计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金额， 转入采用成本法核算时的当期

损益或留存收益。
相关会计分录：
借： 长期股权投资 ７０００

贷：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４０５
———公允价值变动 （４３０－４０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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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公积 ［（５００－４３０）×１０％］７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６３
股本 １０００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６ ５×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５５００

借： 其他综合收益 ２５
贷： 盈余公积 ２ ５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２２ ５
借：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６ ５×１０００×５％）３２５

管理费用 ５０
贷： 银行存款 ３７５

（４）甲公司 ２×２１ 年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的列报金额＝ １７２ ５（万元）。
与乙公司之间逆流交易的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金额 ＝ ［（４００－３００） －（４００－３００） ／ ５ ／ １２×３］ ×３０％ ＝
２８ ５（万元）。
借： 长期股权投资 ２８ ５

贷： 固定资产 ２８ ５
与丙公司之间的顺流交易的抵销分录：
借： 营业收入 ２００

贷： 营业成本 １４０
存货 ［（２００－１００）×６０％］６０

个别报表中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２００×６０％－１００＝ ２０（万元）， 合并报表中该存货的成本为 ６０（１００×
６０％）万元， 小于可变现净值， 不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借： 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２０

贷：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０
（５）甲公司增加对丙公司投资属于购买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处理， 合并财务报表中应将甲公司新取得

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丙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份额

之间的差额调整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不足冲减的，
调整留存收益。
丙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８０００＋（８００－２００／ １０／ １２×６）＋１００＝８８９０（万元）
甲公司因增加投资在合并报表中冲减资本公积的金额＝ １０００－８８９０×１０％ ＝ １１１（万元）
相关会计分录为：
借： 资本公积 １１１

贷：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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