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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写给“二战”考生的辅导书，根本目的是帮助大家高效通关。

传统的辅导书为了不遗漏考点，往往“大而全”，容易使考生陷入“题海”困境。 本书不再让

考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多如牛毛的琐碎知识点和“偏、难、怪”的题目上，而是直击重要

考点，配以典型题目和解题方法，达到“过五关，斩六将”的效果，从而为广大考生节约时间，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书主要适合下列参加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考试的考生使用：第一类，“一战”失利、准备“二

战”；第二类，“一战”备考，但有一定专业基础；第三类，工作繁忙、学习时间较少；第四类，喜

欢以及看完这本书会喜欢上会计的学生。

本书把备考时间科学精准地划分为每天 ４５ 分钟，再将每个专题需要的时间汇总，进而整合成学

完全书所需要的时间。 而拿下这本书中所涉及的重要考点，只需要 １００ 天，即每天一节课，总课时

为 ７５ 小时；若集中学习，则 １０ 天左右即可完成本书的学习。

本书对考试大纲和传统教辅书的内容进行了浓缩、提炼和重构，概念性的内容和特别基础性的

内容在书中着墨不多，因此对于一些难度较大的专题和知识点，建议考生们结合编者的视频课程等

一起使用。



本书整体架构有别于考试大纲和传统教辅书。 本书将考试大纲中涉及的知识点，按照内容的相

近程度、内在逻辑关系、命题的契合点以及重要程度等，重新进行细分和整合，形成九大专题。 专

题一介绍会计基本准则和公允价值计量，考试分值较低。 专题二以高度浓缩的形式介绍一般资产业

务的初始计量、后续计量和减值等，是后续内容的基础。 专题三金融工具、专题四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合并与合并财务报表、专题五收入、专题七所得税，可称为“四大金刚”，是整本书的核心和

精华，学好这几部分内容是通过考试的关键。 专题六特殊业务则主要介绍若干具体准则的内容，其

中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租赁涉及新准则变化，将是今年考试的重点。 专题八财务报告

与会计调整中的差错更正、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也是历年主观题考核的“重灾区”，需要结合前述

专题内容进行学习。 专题九介绍政府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乃“鸡肋”，除了下功夫背科目、背

分录，别无他法。

教学著书这项工作是个“良心活”，对于我来说，“纠结”几乎伴随我每一天：留下哪个知识

点、抛弃哪个知识点？ 配什么样的题、多少道题？ 用多少个字、什么样的字来表述？ 都是字斟句

酌，犹豫再三！ 龙哥在整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初心不忘的是，让同学以最少的时间、最少的脑细

胞、最少的白头发看懂书、做对题，让我爱的你以最小的代价迎来那灿烂的微微一笑，让龙哥在美

酒与歌声中分享你通关的喜悦。

尽管如此，由于时间和个人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让下一

版更加美妙！



I

每
天
4
5
分
钟
学
注
会

Contents
目录

001 专
题
一

013

035

会计基本理论

DAY1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 / 002

DAY2	 公允价值计量 / 007

一般资产业务

DAY3	 资产的初始计量 / 014

DAY4	 资产的后续计量 / 021

DAY5	 资产减值 / 029

金融工具

DAY6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 036

DAY7	 债权投资和其他债权投资的计量 / 043

DAY8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计量 / 048

DAY9	 金融负债的计量 / 053

DAY10	 金融工具减值与重分类 / 059

DAY11	 金融资产转移 / 065

DAY12	 套期会计 / 071

DAY13	 金融工具练技法 / 077

专
题
一

专
题
二

专
题
三



II

每
天
4
5
分
钟
学
注
会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合并与合并财务报表

DAY14	 一次交易实现控股合并形成的对子公司投资的初始计量 / 082

DAY15	  多次交易实现控股合并（非“一揽子交易”）形成的 

对子公司投资的初始计量 / 086

DAY16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一） / 091

DAY17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二） / 096

DAY18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三） / 101

DAY19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转换（一） / 105

DAY20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转换（二） / 110

DAY21	 合营安排 / 116

DAY22	 长期股权投资练技法 / 120

DAY23	 内部债权债务的合并处理 / 123

DAY24	 内部商品交易的合并处理（一） / 127

DAY25	 内部商品交易的合并处理（二） / 130

DAY26	 内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交易的合并处理 / 134

DAY27	  长期股权投资与所有者权益的合并处理（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 / 138

DAY28	  长期股权投资与所有者权益的合并处理（非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 / 145

DAY29	 合并报表层面的权益性交易 / 150

DAY30	 通过多次交易实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154

DAY31	 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 158

DAY32	 一次交易处置部分对子公司投资丧失控制权的处理 / 161

DAY33	 多次交易处置部分对子公司投资丧失控制权的处理 / 164

DAY34	 股权被稀释的会计处理 / 167

DAY35	 逆流交易的合并处理 / 169

DAY36	 企业合并涉及的或有对价 / 172

081 专
题
四



III

每
天
4
5
分
钟
学
注
会

DAY37	 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不存在少数股东权益） / 177

DAY38	 反向购买的会计处理（存在少数股东权益） / 182

DAY39	 企业合并与合并财务报表练技法（一） / 186

DAY40	 企业合并与合并财务报表练技法（二） / 190

收入

DAY41	 识别与客户订立的合同 / 194

DAY42	 识别合同中的单项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一） / 200

DAY43	 确定交易价格（二） / 205

DAY44	 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 / 209

DAY45	 履行每一单项履约义务时确认收入 / 214

DAY46	 建造合同收入和成本的确认与计量 / 219

DAY47	 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 / 223

DAY48	 附有质量保证条款的销售、主要责任人和代理人 / 227

DAY49	 附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 / 232

DAY50	 授予知识产权许可 / 235

DAY51	 售后回购、客户未行使的权利、无需退回的初始费 / 239

DAY52	 收入练技法 / 245

特殊业务的会计处理

DAY53	 短期薪酬 / 250

DAY54	 离职后福利 / 256

DAY55	 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 260

DAY56	 或有事项的会计处理 / 264

DAY57	 借款费用的计量 / 271

DAY58	 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计算中的特殊问题 / 274

249

193

专
题
六

专
题
五



IV

每
天
4
5
分
钟
学
注
会

DAY59	 借款费用练技法 / 277

DAY60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 280

DAY61	 一次授予、分次行权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 283

DAY62	 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 / 286

DAY63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 291

DAY64	 可行权条件的修改 / 294

DAY65	 集团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 / 297

DAY66	 一般政府补助业务的会计处理 / 301

DAY67	 特定政府补助业务的会计处理 / 306

DAY68	 外币业务的会计处理 / 310

DAY69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 314

DAY70	 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的计量 / 318

DAY71	 持有待售的长期股权投资 / 323

DAY72	 持有待售的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 328

DAY73	 单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处理 / 334

DAY74	 多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处理 / 339

DAY75	 债务重组 / 343

DAY76	 租赁的识别、分拆与合并 / 351

DAY77	 承租人的会计处理（一）：一般业务 / 356

DAY78	 承租人的会计处理（二）：租赁变更 / 361

DAY79	  承租人的会计处理（三）：租赁负债的重新计量、 

租赁的简化处理 / 363

DAY80	 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 366

DAY81	 转租赁、生产商或经销商出租人的融资租赁会计处理 / 372

DAY82	 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 376

DAY83	 租赁练技法 / 379



V

每
天
4
5
分
钟
学
注
会

所得税

DAY84	 一般所得税业务的会计处理 / 384

DAY85	 特殊所得税业务的会计处理 / 391

DAY86	 不确认递延所得税的业务 / 396

DAY87	 税率变化涉及所得税业务的处理 / 401

财务报告与会计调整

DAY88	 四大财务报表的填列及财务报表附注披露 / 406

DAY89	 每股收益的计算 / 412

DAY90	 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 417

DAY91	 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一般原则 / 421

DAY92	 差错更正练技法（一） / 425

DAY93	 差错更正练技法（二） / 429

DAY94	 差错更正练技法（三） / 432

DAY95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会计处理 / 435

DAY96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练技法 / 439

政府及民非会计

DAY97	 政府会计（一）：国库集中支付业务 / 442

DAY98	  政府会计（二）：非财政拨款收支业务、 

预算结转结余及分配业务 / 446

DAY99	 政府会计（三）：资产、负债和净资产业务 / 454

DAY100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 464

405

383

441 专
题
九

专
题
八

专
题
七







一、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包含的内容和具体应用如表 １－１ 所示。

表 １－１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项目 含义 举例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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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等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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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评价或者预测。

要求会计信息应当具有反馈价值和预测价值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等

可理解性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 便于财务报

告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附注披露等

可比性

（１）纵向可比： 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可比

要求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在前后各期保持一致，

不得随意改变。

（２）横向可比： 不同企业相同会计期间可比（要按

照国家统一规定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核算）

（１）减资造成的成本法转权益法；

（２）基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追溯调整处理；

（３）基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追溯重述处理；

（４）编制合并报表前将子公司会计政策、 会计期间

按母公司标准进行调整；

（５）对同一个企业的所有投资性房地产一般按照同

一种计量模式进行计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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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仅以交易或者事项

的法律形式为依据

（１）合并报表的编制；

（２）承租人对租赁的会计处理；

（３）收入确认、 售后回购、 售后租回；

（４）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明股实债、 明债

实股）；

（５）金融资产转移；

（６）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未办理竣工结

算即予以确认等

２００



续表　

项目 含义 举例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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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性需从性质和金额的大小两个方面来

判断

（１）合并报表中的抵销内容的选择；

（２）季度财务报告没有必要像年度财务报告那样披

露详细的附注信息；

（３）购入办公用品直接计入管理费用；

（４）周转材料摊销时采用的一次转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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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２）加速折旧法；

（３）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研究阶段支出计入当期

损益；

（４）或有事项的处理等

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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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的披露时限（年报 ４ 个月、 半年

报 ６０ 天、 季报 １５ 天）

二、 利得与损失

１．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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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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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与利得、 费用与损失的比较如表 １－２ 所示。

表 １－２　 收入与利得、 费用与损失的比较

项目 区别 联系

收入与利得
（１）收入与日常活动有关， 利得与非日常活动有关；

（２）收入是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利得是经济利益的净流入

都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且与所有

者投入资本无关

费用与损失
（１）费用与日常活动有关， 损失与非日常活动有关；

（２）费用是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损失是经济利益的净流出

都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且与向所

有者分配利润无关

２ 利得和损失的会计处理

利得和损失的会计处理思路如图 １－１ 所示。

图 １－１　 利得和损失的会计处理思路

３００



三、 会计要素计量属性

会计要素计量属性如表 １－３ 所示。

表 １－３　 会计要素计量属性

项目 含义 适用范围

历史成本

资产按照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

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

负债按照因承担现时义务而实际收到的款项或者资产

的金额， 或者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 或者按照日

常活动中为偿还负债预期需要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

价物的金额计量

一般业务对于资产负债等的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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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按照现在偿付该项

债务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盘盈存货、 盘盈固定资产（历史成本缺失）

可变现

净值

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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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后的金额计量

存货的期末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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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净现金流入量的折现金额计量； 负债按照预计期限

内需要偿还的未来净现金流出量的折现金额计量

资产减值、 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付款购入

固定资产、 可转换公司债券中分拆的负债

成分价值等

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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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债权投资、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模

式）、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职工薪酬（现

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衍生工具等

１ （单选题·２０１７ 年）甲公司在编制 ２０１７ 年度财务报表时， 发现 ２０１６ 年度某项管理用无形

资产未摊销， 应摊销金额 ２０ 万元， 甲公司将应补记的 ２０ 万元摊销额计入 ２０１７ 年度的管理费

用， 甲公司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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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公司将补提的以前年度摊销额直接计入当期报表， 没有追溯调整以前年度报表， 说明该

金额不具有重要性， 故体现重要性这一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重要性主要依据项目的性质和金额的大小两个角度来进行判断。 该题中无形资产应

摊销金额 ２０ 万元与年度净利润相比， 不具有重要性。

Ａ

２ （多选题）下列各项中， 属于应计入损益的利得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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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处置固定资产产生的净收益

Ｂ． 非关联方对本企业的捐赠

Ｃ． 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增加额

Ｄ． 对联营企业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投资时联营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差额

选项 Ｃ， 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增加额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属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

只要熟练掌握计入损益的利得和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分别包含哪些具体内容， 该

题就迎刃而解。

ＡＢＤ

３ （多选题·２０１２ 年）下列各项资产、 负债中， 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有（ 　 ）。
Ａ． 持有以备出售的商品

Ｂ． 为交易目的持有的 ５ 年期债券

Ｃ． 远期外汇合同形成的衍生金融负债

Ｄ． 已满足可行权条件的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所形成的应付职工薪酬

存货在期末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不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选项 Ａ 错误；
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债券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的范围， 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选项

Ｂ 正确； 远期外汇合同形成的衍生金融负债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选项 Ｃ 正确； 已满足

可行权条件的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所形成的应付职工薪酬， 以股价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计

量， 选项 Ｄ 正确。

该题 Ａ、 Ｂ、 Ｄ 三个选项比较直接， 难点在于 Ｃ 选项， 远期外汇合同形成的衍生金

融负债， 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ＢＣＤ

１． 【多选题】下列各项交易事项的会计处理中， 体现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有（ 　 ）。
Ａ． 将发行的附有强制付息义务的优先股确认为负债

Ｂ． 将附有追索权的商业承兑汇票出售确认为质押借款

Ｃ． 企业按相关规定将商品售后回购作为租赁交易或融资交易处理

Ｄ． 将企业未持有权益但能够控制的结构化主体纳入合并范围

２． 【多选题】下列各项中， 体现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的谨慎性要求的有（ 　 ）。
Ａ． 因本年实现利润远超过预算， 对所有固定资产大量计提减值准备

Ｂ． 将符合条件的或有应付金额确认为预计负债

Ｃ． 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减值准备

Ｄ． 将符合条件的长期借款利息予以资本化

３． 【单选题】（２０１７ 年）甲公司销售乙产品， 同时按法定要求对售后 ３ 年内产品质量问题承担免

费保修义务， 有关产品更换或修理至达到正常使用状态的支出由甲公司负担。 ２×１６ 年甲公

司共销售乙产品 １０００ 件， 根据历史经验估计， 因履行售后保修承诺， 预计将发生的支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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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 万元， 甲公司确认了销售费用， 同时确认为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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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单选题】 （２０１０ 年） 下列各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 对相关性和可靠性起着制约作用的

是（ 　 ）。
Ａ． 及时性 Ｂ． 谨慎性 Ｃ． 重要性 Ｄ． 实质重于形式

５． 【多选题】 （２０１４ 年） 下列交易事项中， 能够引起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同时发生增减变动的

有（ 　 ）。
Ａ． 分配股票股利 Ｂ． 接受现金捐赠

Ｃ． 财产清查中固定资产盘盈 Ｄ． 以银行存款支付原材料采购价款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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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允价值计量的基本要求

（一）相关资产或负债

１． 相关资产或负债的特征

相关资产或负债的特征， 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对该资产或负债进行定价时考虑的特征。
（１）资产状况和所在位置；
（２）对资产出售或使用的限制（针对谁）。
如果该限制是针对相关资产本身的， 则此类限制是该资产具有的一项特征， 任何持有该资

产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 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对该资产进行定价时会考虑这一特征。
如果该限制是针对资产持有者的， 则此类限制并不是该资产的特征， 只会影响当前持有该

资产的企业， 而其他企业可能不会受到该限制的影响， 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对该资产进行定价

时不会考虑该限制因素。
２． 计量单元

计量单元， 是指相关资产或负债以单独或者组合方式进行计量的最小单位。 企业是以单项

还是以组合的方式对相关资产或负债进行公允价值计量， 取决于该资产或负债的计量单元。
（二）有序交易

企业应用于相关资产或负债公允价值计量的有序交易， 是在计量日前一段时期内该资产或

负债具有惯常市场活动的交易， 不包括被迫清算和抛售。 不属于有序交易的情形和有序交易价

格的应用如表 ２－１ 所示。

表 ２－１　 有序交易的判断及应用

不属于有序交易的情形 有序交易价格的应用

（１）在当前市场情况下， 市场在计量日之前一段时间内不存

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惯常市场交易活动。

（２）在计量日之前， 相关资产或负债存在惯常的市场交易， 但资

产出售方或负债转移方仅与单一的市场参与者进行交易。

（３）资产出售方或负债转移方处于或者接近于破产或托管状

态， 即资产出售方或负债转移方已陷入财务困境。

（４）资产出售方为满足法律或者监管规定而被要求出售资

产， 即被迫出售。

（５）与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近期发生的其他交易相比， 出

售资产或转移负债的价格是一个异常值

（１）企业判定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交易是有序交易的，

在以公允价值计量该资产或负债时， 应当考虑该交

易的价格， 即以交易价格为基础确定该资产或负债

的公允价值。

（２）企业判定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交易不是有序交易

的， 在以公允价值计量该资产或负债时， 不应考虑

该交易的价格， 或者赋予该交易价格较低权重。

（３）企业根据现有信息不足以判定该交易是否为有序

交易的， 应当考虑该交易的价格。 相对于其他已知

的有序交易价格， 企业应赋予该交易较低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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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

主要市场， 是指相关资产或负债交易量最大和交易活跃程度最高的市场。
最有利市场， 是指在考虑交易费用和运输费用后， 能够以最高金额出售相关资产或者以最

低金额转移相关负债的市场。 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的识别及应用如表 ２－２ 所示。

表 ２－２　 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的识别及应用

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的识别 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的应用

（１）通常情况下， 如果不存在相反的证据， 企业正常进行资产

出售或者负债转移的市场可以视为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

（２）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或者在不存在主要市场情况

下的最有利市场）应当是企业可进入的市场， 但不要求企业于

计量日在该市场上实际出售资产或者转移负债。

（３）企业应当从自身角度， 而非市场参与者角度， 判定相关资

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或者在不存在主要市场情况下的最有利

市场）。

（４）不同的企业可以进入不同的市场， 对相同资产或负债而言，

不同企业可能具有不同的主要市场（或者在不存在主要市场情

况下的最有利市场）

企业应当以主要市场上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价格为

基础， 计量该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 不存在主

要市场或者无法确定主要市场的， 企业应当以相

关资产或负债最有利市场的价格为基础， 计量其

公允价值。 （１）企业在确定最有利市场时， 应当考

虑交易费用、 运输费用等。

（２）企业在根据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的交易价格

确定相关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时， 不应根据交

易费用对该价格进行调整， 但是应该根据运输费

用对价格进行调整， 因为相关资产所在的地理位

置是该资产的特征

（四）市场参与者

市场参与者的含义、 特征和确定市场参与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如表 ２－３ 所示。

表 ２－３　 市场参与者的含义、 特征、 应考虑的因素

含义
在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或者在不存在主要市场情况下的最有利市场）中， 相互独立的、 熟悉资

产或负债情况的、 能够且愿意进行资产或负债交易的买方和卖方

特征

①市场参与者应当相互独立， 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②市场参与者应当熟悉情况， 根据可获得的信息，

对相关资产或负债以及交易具备合理认知； ③市场参与者应当有能力并自愿进行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交

易， 而非被迫或以其他强制方式进行交易

考虑因素

①所计量的相关资产或负债； ②该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或者在不存在主要市场情况下的最有利市

场）； ③企业将在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进行交易的市场参与者。 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

债， 应当基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交易确定该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

二、 公允价值初始计量

公允价值初始计量的原则如表 ２－４ 所示。

表 ２－４　 公允价值初始计量

一般原则
交易价格是取得该资产所支付或者承担该负债所收到的价格， 即进入价格； 而相关资产或负债的

公允价值是脱手价格

不将交易价格

作为公允价值

的情形

（１）关联方之间的交易；

（２）被迫进行的交易， 或者资产出售方（或负债转移方）在交易中被迫接受价格的交易；

（３）交易价格所代表的计量单元不同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资产或负债的计量单元；

（４）进行交易的市场不是该资产或负债的主要市场（或者在不存在主要市场情况下的最有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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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交易价格与公

允价值的差额

应当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处理， 如果会计准则对此未作出明确规定， 企业应当将该差额计入

当期损益

三、 估值技术

估值技术通常包括市场法、 收益法和成本法。 如表 ２－５ 所示。

表 ２－５　 估值技术

市场法
市场法是利用相同或类似的资产、 负债或资产和负债组合的价格以及其他相关市场交易信息进行估值

的技术

收益法

收益法是企业将未来金额转换成单一现值的估值技术。 企业使用收益法时， 应当反映市场参与者在计

量日对未来现金流量或者收入费用等金额的预期。 企业使用的收益法包括现金流量折现法、 多期超额

收益折现法、 期权定价模型等估值方法

成本法 成本法， 是反映当前要求重置相关资产服务能力所需金额的估值技术， 通常是指现行重置成本

四、 输入值

市场参与者所使用的假设即为输入值， 可分为可观察输入值和不可观察输入值。
企业使用估值技术时， 应当优先使用可观察输入值， 仅当相关可观察输入值无法取得或取

得不切实可行时才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五、 公允价值层次

（一）层次划分

为提高公允价值计量和相关披露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企业应当将估值技术所使用的输入值

划分为三个层次， 并最优先使用活跃市场上相同资产或负债未经调整的报价即第一层次输入

值， 最后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即第三层次输入值。 三个层面输入值如表 ２－６ 所示。

表 ２－６　 输入值的层次

第一层次输入值 企业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第二层次输入值

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 包括：

（１）活跃市场中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

（２）非活跃市场中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

（３）除报价以外的其他可观察输入值， 包括在正常报价间隔期间可观察的利率和收益率曲线等；

（４）市场验证的输入值等。 企业应当根据相关资产或负债的特征， 对第二层次输入值进行调整

第三层次输入值

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包括不能直接观察和无法由可观察市场数据验证的利率、

股票波动率、 企业合并中承担的弃置义务的未来现金流量、 企业使用自身数据作出的财务预

测等

（二）公允价值计量所属的层次

公允价值计量所属的层次， 由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重要的输入值所属的最低层次

决定。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的层次， 取决于估值技术的输入值， 而不是估值技术本身。

９００



从公允价值中扣除处置费用， 此时如果企业需要确定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的层次， 不应

考虑该处置费用调整对公允价值的影响。

１ （单选题·２０１８ 年）甲公司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取得 １０ 台生产设备， 购买日以公

允价值计量这些生产设备。 甲公司可以进入 Ｘ 市场或 Ｙ 市场出售这些生产设备， 购买日相同

生产设备每台交易价格分别为 １８０ 万元和 １７５ 万元。 如果甲公司在 Ｘ 市场出售这些合并中取得

的生产设备， 需要支付相关交易费用 １００ 万元， 将这些生产设备运到 Ｘ 市场需要支付运费 ６０
万元。 如果甲公司在 Ｙ 市场出售这些合并中取得的生产设备， 需要支付相关交易费用 ８０ 万元，
将这些生产设备运到 Ｙ 市场需要支付运费 ２０ 万元。 假定上述生产设备不存在主要市场， 不考

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 甲公司上述生产设备的公允价值总额是（ 　 ）。
Ａ． １６４０ 万元 Ｂ． １６５０ 万元 Ｃ． １７３０ 万元 Ｄ． １７４０ 万元

分别计算各个市场可以获得的经济利益。
设备在 Ｘ 市场出售可以获得的经济利益＝１８０×１０－１００－６０＝１６４０（万元）； 设备在 Ｙ 市场出

售可以获得的经济利益＝１７５×１０－８０－２０＝１６５０（万元）； Ｙ 市场为最有利市场， 因此上述生产设

备的公允价值＝１７５×１０－２０＝１７３０（万元）。

由于没有给定两个市场的交易量， 无法确定哪个是主要市场， 因此需要确定最有利

市场。 确定最有利市场时， 需要扣除交易费用和运输费用， 根据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的交易

价格确定相关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时， 需要扣除运输费用， 但不应扣除交易费用， 因为交易

费用不属于相关资产或负债的特征。

Ｃ

２ （单选题·２０１９ 年）下列各项关于公允价值层次的表述中， 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

是（ 　 ）。
Ａ． 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属于第一层次输

入值

Ｂ． 除第一层次输入值之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属于第二层次输

入值

Ｃ．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的层次， 由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重要的输入值所属的最高

层次确定

Ｄ． 不能直接观察和无法由可观察市场数据验证的相关资产或负的输入值属于第三层次输

入值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的层次， 由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重要的输入值所属的最低层次决定。

该题属于纯基本概念题， 只要理解掌握好公允价值层次这个知识点， 该题很容易做

出答案。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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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单选题】甲公司有一批乙设备， 共计 １００ 台， 该设备共有三个市场， 市场交易数据如表

２－７ 所示：

表 ２－７　 乙设备的市场交易数据

市场 销售价格 历史交易量 交易费用 运输费用

Ａ 市场 １０ 万元 ／ 台 无 ２００ 万元 ６０ 万元

Ｂ 市场 １２ 万元 ／ 台 无 ２２０ 万元 ８０ 万元

Ｃ 市场 １１ 万元 ／ 台 无 １８０ 万元 １００ 万元

乙设备的最有利市场和公允价值分别是（ 　 ）。
Ａ． Ａ 市场， ９４０ 万元

Ｂ． Ｂ 市场， １１２０ 万元

Ｃ． Ｃ 市场， １０００ 万元

Ｄ． Ａ 市场， ７４０ 万元

２． 【多选题】（２０１６ 年）下列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层次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层次， 取决于估值技术的输入值

Ｂ．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层次由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重要的输入值所属的最高层次

决定

Ｃ． 使用第二层次输入值对相关资产进行公允价值计量时， 应当根据资产的特征进行调整

Ｄ． 对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报价进行调整的公允价值计量结果应划分为第二层次或

第三层次

３． 【单选题】（２０１７ 年）企业在按照会计准则规定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时， 下列各

项有关确定公允价值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在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时， 可同时获取出价和要价的， 应使用要价作为资产的公允价值

Ｂ． 使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时， 应当使用市场上可观察输入值， 在无法取得或取得可观

察输入值不切实可行时才能使用不可观察输入值

Ｃ． 在根据选定市场的交易价格确定相关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时， 应当根据交易费用对有

关价格进行调整

Ｄ． 以公允价值计量资产或负债， 应当首先假定出售资产或转移负债的有序交易在该资产或

负债的最有利市场进行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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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存货的初始计量

（一）外购存货的成本

指存货从采购到入库前所发生的合理必要支出， 外购存货的成本如表 ３－１ 所示。

表 ３－１　 外购存货的成本

项目 内容

买价 不包括按规定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相关税费 进口关税、 消费税、 资源税、 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等

其他支出
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 包装费、 运输途中的仓储费， 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入库前的挑选整

理费用等

（二）加工取得存货的成本

自行加工取得存货的成本构成， 如图 ３－１ 所示。

图 ３－１　 自行加工取得存货的成本构成

（三）通过提供劳务取得的存货

其成本按从事劳务提供人员的直接人工和其他直接费用以及可归属于该存货的间接费用确

定， 一般即合同履约成本账户的期末余额。
（四）不应计入存货成本的费用支出

下列费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不计入存货成本：
（１）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２）仓储费用（不包括在生产过程中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所必需的费用、 材料采购入库

前所发生的合理必要的仓储费）；
（３）不能归属于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的其他支出；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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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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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一）外购固定资产

１． 初始成本的确定

初始成本＝买价＋相关税费（如关税、 契税等）＋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专业人员服务费等

２． 分期付款超过正常信用期具有融资性质购入固定资产

应当以各期付款额的现值之和确定入账价值， 实际支付的价款之和与其现值之间的差额，
应当在信用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 摊销金额除满足借款费用资本化条件的应当计入

固定资产成本外， 均应当在信用期间内确认为财务费用， 计入当期损益。
（１）取得资产时：
借： 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现值， 相当于本金］

未确认融资费用［相当于未来应付利息］
贷： 长期应付款［相当于未来应付本息合计］

（２）每期付款并摊销未确认融资费用：
借： 长期应付款［相当于分期支付的本息］

贷： 银行存款

借： 财务费用或在建工程［每期确认的利息费用］
贷： 未确认融资费用

（二）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１． 自营工程

（１）建设期间工程物资盘亏、 报废及毁损净损失计入工程成本， 盘盈则冲减工程成本； 完

工后的盘盈、 盘亏、 报废和毁损计入当期损益。
（２）负荷联合试车净支出应增加工程成本， 试车净收入应冲减工程成本。
（３）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结算， 应按暂估价值确认固定资产并计提折

旧， 办理竣工决算手续后再调整原暂估价值， 但不需要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
（４）高危行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
高危行业提取安全生产费的会计处理如表 ３－２ 所示。

表 ３－２　 高危行业提取安全生产费的处理

项目 内容

提取安全生产费时
借： 生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贷： 专项储备

使用安全生产费时

（１）属于费用性支出， 直接冲减专项储备：
借： 专项储备

贷： 银行存款

（２）形成固定资产的：
借： 在建工程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 银行存款

应付职工薪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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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内容

使用安全生产费时

借： 固定资产

贷： 在建工程

确认固定资产同时全额计提折旧：
借： 专项储备

贷： 累计折旧

２ 出包工程

成本包括发生的建筑工程支出、 安装工程支出以及需分摊计入各固定资产价值的待摊

支出。
（三）存在弃置费用的固定资产

（１）预计弃置费用时：
借： 固定资产［以弃置费的折现值入账］

贷： 预计负债

（２）每期按市场利率计提预计负债的利息费用：
借： 财务费用

贷： 预计负债

（３）实际发生弃置费用：
借： 预计负债

贷： 银行存款等

三、 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１． 外购的无形资产

外购无形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 相关税费和直接归属于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用途所发

生的其他支出。 不包括为引入新产品进行宣传发生的广告费、 管理费用及其他间接费用、 无形

资产已经达到预定用途以后发生的费用。
２． 土地使用权的处理

土地使用权的处理一般如图 ３－２ 所示。

图 ３－２　 土地使用权的处理

６１０



３． 内部研发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１）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原则如图 ３－３ 所示。

图 ３－３　 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处理原则

（２）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具体会计处理如图 ３－４ 所示。

图 ３－４　 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

“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账户期末余额在资产负债表“开发支出”项目列示。

四、 投资性房地产的初始计量

（一）外购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

包括购买价款、 相关税费和直接归属于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其他支出。
（二）自行建造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

包括土地开发费、 建筑安装成本、 应资本化的借款费用、 支付的其他费用和分摊的间接费

用等。 在建造过程中发生的非正常性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 不计入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１ （单选题·２０１７ 年）下列各项中， 应计入存货成本的是（ 　 ）。

Ａ． 超定额的废品损失 Ｂ． 季节性停工损失

Ｃ． 采购材料入库后的存储费用 Ｄ． 新产品研发人员的薪酬

选项 Ａ， 计入当期损益； 选项 Ｃ， 属于入库后的仓库管理支出， 一般计入管理费用； 选项

Ｄ， 研发人员的薪酬中费用化的金额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资本化的金额计入无形资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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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的停工损失属于可预见的不可抗力导致的损失， 是为取得存货所发生的合理

必要支出， 应该计入存货成本。 只要把握一般资产初始成本的确定原则是“合理必要支出”，
该题就迎刃而解。

Ｂ

２ （单选题·２０１６ 年）２×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向乙公司订购的印有甲公司标志、 为促

销宣传准备的卡通毛绒玩具到货并收到相关购货发票， ５０ 万元货款已经支付。 该卡通毛绒玩

具将按计划于 ２×１６ 年 １ 月向客户及潜在客户派发。 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下列关于甲

公司 ２×１５ 年对订购卡通毛绒玩具所发生支出的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是（ 　 ）。
Ａ． 确认为库存商品 Ｂ． 确认为当期销售成本

Ｃ． 确认为当期管理费用 Ｄ． 确认为当期销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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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公司购买毛绒玩具派发给客

户， 属于为了销售活动购入的特定商品， 计入销售费用， 因此选项 Ｄ 正确。

甲公司向乙公司订购印有甲公司标志的卡通毛绒玩具， 目的是为了促销宣传， 属于

采购用于广告营销活动的特定商品， 应确认为销售费用。

Ｄ

３ （单选题·２０１２ 年）下列各项中， 不应计入在建工程项目成本的是（ 　 ）。
Ａ． 在建工程试运行收入

Ｂ． 建造期间工程物资盘盈净收益

Ｃ． 建造期间工程物资盘亏净损失

Ｄ． 总额法下为在建工程项目取得的财政专项补贴

选项 Ｄ， 为在建工程项目取得的财政专项补贴属于政府补助， 应按照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进行会计处理， 总额法下， 取得该补贴款时应计入递延收益。

该题 Ａ、 Ｂ、 Ｃ 三个选项比较直接， 由于发生在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
所以由工程成本来承担。 但是 Ｄ 选项有一定迷惑性， 为在建工程项目取得的财政专项补贴取

得环节按照政府补助准则计入递延收益， 实际发生的合理必要的工程支出才计入在建工程

成本。

Ｄ

４ （多选题·２０１９ 年）下列各项关于无形资产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错误的有（ 　 ）。
Ａ． 外包无形资产开发活动在实际支付价款时确认无形资产

Ｂ． 无法区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支出， 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

Ｃ．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只在存在减值迹象时进行减值测试

Ｄ． 在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前为宣传新技术发生的费用， 计入无形资产成本

选项 Ａ， 应在研发完成达到预定用途时确认无形资产； 选项 Ｃ，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

产应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减值测试； 选项 Ｄ， 相关宣传费用应计入当期损益。

该题 Ｄ 选项描述的宣传新技术发生的费用虽然发生在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前，
但是不是为取得无形资产所发生的必要支出， 而是为了营销， 因此计入销售费用。 做题时要透

过现象看本质， 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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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Ｄ

５ （多选题·２０１４ 年）２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 甲公司从乙公司购入一项无形资产， 由于资金周

转紧张， 甲公司与乙公司协议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款项。 协议约定： 该无形资产作价 ２０００ 万

元， 甲公司每年年末付款 ４００ 万元， 分 ５ 年付清。 假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 ５％ ， ５ 年期 ５％ 利

率的年金现值系数为 ４ ３２９５。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相关的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有（ 　 ）。
Ａ． ２０×２ 年财务费用增加 ８６ ５９ 万元

Ｂ． ２０×３ 年财务费用增加 ７０ ９２ 万元

Ｃ． ２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确认无形资产 ２０００ 万元

Ｄ． ２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期应付款列报为 ２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确认无形资产＝４００×４ ３２９５＝１７３１ ８（万元）， 选项 Ｃ 错误。 未确认融资费

用＝２０００－１７３１ ８＝２６８ ２（万元）； ２０×２ 年财务费用增加的金额（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额）＝

１７３１ ８×５％ ＝８６ ５９（万元）， 选项 Ａ 正确。 ２０×３ 年财务费用增加的金额（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

额）＝ ［１７３１ ８－（４００－８６ ５９）］×５％ ＝１４１８ ３９×５％ ＝７０ ９２（万元）， 选项 Ｂ 正确。 ２０×３ 年将要偿

还的本金数＝４００－７０ ９２＝３２９ ０８（万元）， 该部分金额应在 ２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中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项目反映。 ２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期应付款列报金额 ＝［１７３１ ８－

（４００－８６ ５９）］－３２９ ０８＝１４１８ ３９－３２９ ０８＝１０８９ ３１（万元）， 选项 Ｄ 错误。 或者＝长期应付款的

期末余额－未确认融资费用的期末余额－２０×３ 年将要偿还的本金数 ＝１６００－（２６８ ２－８６ ５９） －

３２９ ０８＝１０８９ ３１（万元）。
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１）２０×２ 年 １ 月 １ 日确认无形资产：
借： 无形资产 １７３１ ８

未确认融资费用 ２６８ ２
贷： 长期应付款 ２０００

（２）２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确认财务费用：
借： 财务费用 ８６ ５９

贷： 未确认融资费用 ８６ ５９
借： 长期应付款 ４００

贷： 银行存款 ４００
（３）２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确认财务费用：
借： 财务费用 ７０ ９２

贷： 未确认融资费用 ７０ ９２
借： 长期应付款 ４００

贷： 银行存款 ４００

该题作为客观题， 可采用排除法。 分期付款购买无形资产具有融资性质， 应以现值

为基础确定其入账价值， 所以 Ｃ 选项错误； 年末支付了第一期款项， 长期应付款的期末余额

为 １６００ 万元， 报表列报金额不可能是 ２０００ 万元， 所以 Ｄ 选项错误。 由于是多选题， 因此正确

答案为 ＡＢ。

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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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多选题】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１３％ 。 ２×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甲公

司与乙公司签订一项购货合同， 从乙公司购入一台需要安装的生产设备， 设备的不含税价

款为 １２００ 万元。 合同约定， 甲公司于 ２×１９ 年年初至 ２×２１ 年年底 ３ 年内， 每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支付 ４００ 万元， 销售方在每次收款时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２×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甲公司收到该设备， 另支付保险费、 装卸费等 ２０ 万元；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安装完毕并支付

本年的价款 ４００ 万元。 假定甲公司采用 ６％ 作为折现率。 下列有关甲公司的会计处理中， 正

确的有（ 　 ）。 ［（Ｐ ／ Ａ， ６％， ３）＝ ２ ６７３０］
Ａ． ２×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该生产设备的入账价值为 １０８９ ２ 万元

Ｂ．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确认融资费用的摊销额 ６４ １５ 万元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Ｃ． 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长期应付款的账面价值为 ７３３ ３５ 万元

Ｄ． ２×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确认融资费用的摊销额 ４４ 万元计入财务费用

２． 【多选题】甲公司以出包方式建造厂房（建造期超过 １ 年）， 建造过程中发生的下列支出中，
一般应计入所建造厂房成本的有（ 　 ）。
Ａ． 支付给第三方监理公司的监理费

Ｂ． 为取得土地使用权而缴纳的土地出让金

Ｃ． 建造期间进行试生产发生的负荷联合试车费用

Ｄ． 建造期间因可预见的不可抗力导致暂停施工期间发生的专门借款费用

３． 【单选题】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建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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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核电站的入账价值为（ 　 ）。
Ａ． ２０００００ 万元 Ｂ． ２１００００ 万元 Ｃ． ２１８２００ 万元 Ｄ． ２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４． 【多选题】下列各项关于土地使用权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为建造自用办公楼而购入的土地使用权确认为无形资产

Ｂ． 房地产开发企业为开发商品房购入的土地使用权确认为存货

Ｃ． 用于出租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应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Ｄ． 用于建造厂房的土地使用权摊销金额在厂房建造期间计入在建工程成本

Ｅ． 用于建造自用厂房的土地使用权应在对应的地上建筑物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与地上建

筑物一并确认为固定资产

５． 【单选题】（２０１５ 年）下列各项关于无形资产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自行研究开发的无形资产在尚未达到预定用途前无需考虑减值

Ｂ．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购买方应确认被购买方在该项交易前未确认但可单独辨认且

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无形资产

Ｃ．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在持有过程中不应该摊销也不考虑减值

Ｄ．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合并方应确认被合并方在该项交易前未确认的无形资产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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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

（一）固定资产折旧

１． 折旧的计提范围

除了下列情况以外， 企业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１）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２）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
（３）按规定单独作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
（４）改扩建期间的固定资产；
（５）已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固定资产。
２． 折旧方法

（１）年限平均法。
年折旧额＝（原价－预计净残值） ／ 预计使用年限＝原价×（１－预计净残值 ／ 原价） ／ 预计使用年

限＝原价×（１－预计净残值率） ／ 预计使用年限＝原价×年折旧率

（２）工作量法。

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原始价值×（１－预计净残值率）
预计工作量总额

年折旧额＝某年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单位工作量折旧额

（３）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折旧额＝期初固定资产净值×２ ／ 预计使用年限＝（原值－折旧）×２ ／ 预计使用年限

折旧年限到期前两年内， 年折旧额＝（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价值－预计净残值） ／ ２
（４）年数总和法。
年折旧额＝（原值－预计净残值）×年折旧率

年折旧率＝尚可使用年限

年数总和

＝ 折旧年限－已使用年限

折旧年限×（折旧年限＋１） ／ ２

采用加速折旧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 如果折旧年度与

会计年度不一致， 需要分段计算会计年度的折旧额。
３． 固定资产折旧的会计处理（受益原则）
借： 生产成本［生产单一产品的机器设备计提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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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费用［生产车间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管理费用［企业管理部门、 未使用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销售费用［企业专设销售机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其他业务成本［企业出租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在建工程［在建工程中使用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研发支出［企业研发无形资产时使用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贷： 累计折旧

４． 固定资产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的复核

复核后的结果如果与原估计数有差异， 应进行调整， 作为会计估计变更， 按照未来适用法

处理。
（二）固定资产后续支出

１． 资本化后续支出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应当计入固定资产成本或其他相关资产成本（例如， 与生产产品相关

的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计入相关产成品的成本）， 同时将被替换的部分的账面价值扣除。
一般会计处理如下：
（１）改扩建等。
固定资产转入改扩建时：
借： 在建工程

累计折旧等

贷： 固定资产

发生改扩建工程支出时：
借： 在建工程

贷： 银行存款等

将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扣除：
借： 银行存款或原材料［残值］

营业外支出［净损失］
贷： 在建工程［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

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被替换部分的原值－被替换部分的原值×固定资产整体

的折旧进度＝被替换部分的原值－被替换部分的原值×固定资产整体计提的折旧 ／ 固定资产整体

的原值

生产线改扩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借： 固定资产

贷： 在建工程

扩建后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原有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由于扩建而发生的支出－

拆除部分的账面价值

（２）生产车间（部门）固定资产修理。
与存货的生产和加工相关的固定资产的修理费用按照存货成本原则进行处理， 计入制造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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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制造费用

贷： 原材料、 应付职工薪酬、 银行存款等

２． 费用化的后续支出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其中， 专设销售机构固定资产的日常修理维护

费用， 计入销售费用； 行政管理部门固定资产的日常修理维护费用， 计入管理费用。

二、 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一）使用寿命确定的无形资产的摊销

１． 摊销期

当月增加当月开始摊销， 当月减少当月不再摊销。
２． 摊销方法

加速摊销法、 产量法、 直线法等。
企业通常不应以包括使用无形资产在内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入为基础进行摊销。
对于作为无形资产核算的高速公路经营权， 企业可采用车流量法进行摊销。 这一方法并不

是以包括使用无形资产在内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
３． 残值的确定

无形资产残值一般为零， 但下列两种情况例外：
（１）有第三方承诺在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时购买该无形资产；
（２）可以根据活跃市场得到无形资产预计残值信息， 并且该市场在该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结

束时可能存在。
４． 无形资产摊销的会计处理

借： 制造费用［无形资产包含的经济利益通过所生产的产品实现的］
其他业务成本［经营租赁方式出租的］
管理费用等［其他］
贷： 累计摊销

（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在持有期间内不需要摊销， 但至少应于每年年末进行减值测

试， 如果其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 按照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账务处理如下：
借： 资产减值损失

贷：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三、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一）成本模式

参照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计提折旧 ／ 摊销额， 按照资产减值准则计提减值准备。
（二）公允价值模式

“三不”原则： 不折旧、 不摊销、 不提减值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公允价值发生的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账务处理如下：

借：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贷：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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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编制相反分录。

满足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条件， 企业可以将成本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 按

照会计政策变更， 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 一旦选择公允价值模式， 后续不可以变更为

成本模式。
（三）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支出

１． 资本化后续支出

通过“投资性房地产———在建”科目归集发生的资本化后续支出（如改扩建、 装修）， 改扩

建期间不提折旧。
２． 费用化后续支出

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日常维护发生的费用化支出， 通过“其他业务成本”科目计入当

期损益。
（四）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１． 成本模式下的转换

成本模式下转换的会计处理原则如图 ４－１ 所示。

图 ４－１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模式下转换的处理原则

（１）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
借： 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原值］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摊销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贷： 投资性房地产［原值］
累计折旧 ／ 累计摊销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２）自用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借： 投资性房地产［原值］

累计折旧 ／ 累计摊销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贷： 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原值］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摊销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３）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存货：
借： 开发产品［账面价值］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摊销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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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投资性房地产

（４）存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借： 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值］

存货跌价准备

贷： 开发产品

２． 公允价值模式下的转换

公允价值模式下转换的会计处理原则如图 ４－２ 所示。

图 ４－２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模式下转换的会计处理原则

（１）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 存货：
借：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产品［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借方差］
贷：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公允价值变动［或借记］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贷方差］

（２）自用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借：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公允价值］

累计折旧 ／ 累计摊销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借方差］
贷： 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原值］

其他综合收益［贷方差］
（３）作为存货的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借：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公允价值］

存货跌价准备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借方差］
贷： 开发产品

其他综合收益［贷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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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计算分析题）甲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购入一台设备， 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价款 １５０ 万

元， 不考虑相关税费。 甲公司该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为 ５ 年， 采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

旧， 预计净残值为 ０。
要求： 计算甲公司该设备在 ２０１９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应计提的折旧额。

本题中， ６ 月份购入设备， 确认固定资产， 应从 ７ 月份开始计提折旧， 折旧年度与

会计年度不一致， 在年数总和法下需要分段计算折旧额。

２０１９ 年应计提的折旧额＝１５０×５ ／ １５×１ ／ ２ ＝２５（万元）；

２０２０ 年应计提的折旧额＝１５０×５ ／ １５×１ ／ ２＋１５０×４ ／ １５×１ ／ ２ ＝４５（万元）。

２ （单选题·２０１６ 年改编）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２×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 甲公司对一条

生产线进行改造， 该生产线改造时的账面价值为 ３５００ 万元。 其中， 拆除原冷却装置部分的账

面价值为 ５００ 万元。 生产线改造过程中发生以下费用或支出： ①购买新的冷却装置 １２００ 万元，
增值税税额 １５６ 万元； ②在资本化期间内发生专门借款利息 ８０ 万元； ③生产线改造过程中发

生人工费用 ３２０ 万元； ④领用库存原材料 ２００ 万元， 增值税税额 ２６ 万元； ⑤外购工程物资 ４００
万元（全部用于该生产线）， 增值税税额 ５２ 万元。 该改造工程于 ２×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对该生产线更新改造后的入账价值是（ 　 ）。
Ａ． ４０００ 万元 Ｂ． ５５０６ 万元 Ｃ． ５２００ 万元 Ｄ． ５７００ 万元

甲公司对该生产线进行改造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结转固定资产时确定的入账价值＝原账面

价值 ３５００－拆除原冷却装置账面价值 ５００＋新的冷却装置价值 １２００＋资本化利息 ８０＋人工费用 ３２０
＋原材料 ２００＋工程物资 ４００＝５２００（万元）。

生产线的建造期为 １ 年， 属于符合借款费用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在资本化期间内发

生的专门借款费用应当资本化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Ｃ

３ （单选题·２０１６ 年）下列各项有关投资性房地产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以成本模式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存货， 存货应按转换日的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大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Ｂ． 以成本模式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固定资产， 自用固定资产应按转换日

的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损益

Ｃ． 以存货转换为以公允价值模式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应按转换日的

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小于存货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损益

Ｄ． 以公允价值模式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固定资产， 自用固定资产应按转

换日的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选项 Ａ、 Ｂ， 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应当将该房地产转

换前的账面价值作为转换后的入账价值； 选项 Ｄ，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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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用房地产时， 应当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入账价值， 公允价值与原账

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成本模式下的转换没有转换差额， 公允价值模式下的转换有转换差额， 关注差额的

会计处理， 尤其应注意的是非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公允价值模式下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

高于账面价值形成的贷方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记住上述思路， 本题即可做出答案。

Ｃ

１． 【多选题】（２０１９ 年）下列各项关于固定资产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为保持固定资产使用状态而发生的日常修理支出予以资本化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Ｂ．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以暂估价值为基础计提折旧

Ｃ． 为提升性能进行更新改造的固定资产停止计提折旧

Ｄ． 已签订不可撤销合同， 拟按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出售的固定资产， 停止计提折旧并按账

面价值结转固定资产清理

２． 【多选题】甲公司以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甲公司 ２×１７ 年度与投资性

房地产有关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①出租的厂房在 ２×１７ 年末的公允价值为 １６５０ 万元， 该厂

房在上年末的账面价值为 １７００ 万元； ②２×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 将原拟自用的商品房改为出租，
转换日的公允价值比其账面价值低 ８０ 万元； ③２×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 将原自用乙办公楼改为出

租， 转换日的公允价值比账面价值高 ６００ 万元； ④收到出租丙办公楼 ２×１７ 年 ４ 月至 １２ 月的

租金 ５４０ 万元。 按照租赁协议的约定， 丙办公楼的租赁期自 ２×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２×１７ 年 １ 月至 ３ 月免收租金。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与投资

性房地产相关会计处理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出租的厂房在 ２×１７ 年末按 １７００ 万元计量

Ｂ． 拟由自用改为出租的商品房转换日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８０ 万元计入当期损益

Ｃ． 由自用改为出租的乙办公楼转换日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 ６００ 万元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Ｄ． 出租的丙办公楼在 ２×１７ 年度每月确认租金收入 ４５ 万元

３． 【计算分析题·节选】（２０１９ 年）甲公司 ２０×８ 年度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１ 月 １ 日，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将本公司原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一栋写字楼出租

给乙公司， 租赁期为 ５ 年， 年租金为 ４００ 万元， 于每年末支付。 该写字楼的成本为 ８０００ 万

元， 至出租时已计提折旧 １２００ 万元。 按照周边写字楼的市场价格估计， 该写字楼的公允价

值为 ９４００ 万元。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公司收到乙公司支付的当年租金 ４００ 万元。
甲公司采用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因租赁市场短期回

调， 甲公司上述出租写字楼的公允价值为 ９２００ 万元。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逐项计算上述交易或事项对甲公司 ２０×８ 年度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金

额， 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答案金额以“万元”为单位）
４． 【单选题】（２０１１ 年）甲公司 ２０×１ 年至 ２０×４ 年发生以下交易或事项： ２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购入

一栋办公楼， 实际取得成本为 ３０００ 万元。 该办公楼预计使用年限为 ２０ 年， 预计净残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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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因公司迁址， ２０×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租赁协

议。 该协议约定： 甲公司将上述办公楼租赁给乙公司， 租赁期开始日为协议签订日， 租赁

期 ２ 年， 年租金 １５０ 万元， 每半年支付一次。 租赁协议签订日该办公楼的公允价值为 ２８００
万元。 甲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２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办

公楼的公允价值为 ２２００ 万元。 上述交易或事项对甲公司 ２０×４ 年度营业利润的影响金额

是（ 　 ）。
Ａ． ０ Ｂ． －７５ 万元 Ｃ． －６００ 万元 Ｄ． －６７５ 万元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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