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３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会计·模拟试卷（一）
参考答案及解析

答 案 速 查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Ｂ ２ Ｃ ３ Ｃ ４ Ｄ ５ Ｄ

６ Ｄ ７ Ｃ ８ Ｂ ９ Ａ １０ Ｄ

１１ Ｂ １２ Ｄ １３ Ｃ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Ｂ ２ ＢＣＤ ３ ＡＢＤ ４ ＡＢＣＤ ５ ＡＢＣＤ

６ ＡＢＤ ７ ＡＢＣＤ ８ ＢＣＤ ９ ＡＣＤ １０ ＡＢＤ

１１ ＡＢＤ １２ ＡＢ

详 细 解 析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Ｂ　 【解 析】 专门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 ６ ０００×６％×６ ／ １２－１ ５００×３ ２％×３ ／ １２ ＝ １６８（万元）， 一般借

款资本化金额＝ １ ５００×３ ／ １２×７％ ＝ ２６ ２５（万元）。 故 ２×２１ 年甲公司该工程建造过程中应予以资本化

的利息费用＝ １６８＋２６ ２５＝ １９４ ２５（万元）。
２． Ｃ　 【解 析】 选项 Ａ， 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及发生额＝ ６００×２５％ ＝ １５０（万元）； 选项 Ｂ， 投资性

房地产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余额＝ 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 ／ ２０×７）＝ １ ３５０（万元）， 年末递延所得税负债余

额＝ １ ３５０×２５％ ＝ ３３７ ５（万元）； 选项 Ｃ，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 （１ ３００－ ７００） ×

２５％ ＝ １５０（万元）， 递延所得税费用 ＝ －１５０＋（３３７ ５－ １５０） ＝ ３７ ５（万元）； 选项 Ｄ， 应交所得税 ＝

（１ ０００＋６００－７００－１ ０００ ／ ２０）×２５％ ＝ ２１２ ５（万元）。
３． Ｃ　 【解 析】 选项 Ｃ， 涉及损益的调整事项， 如果发生在该企业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前的， 应

调整报告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４． Ｄ　 【解 析】 １０ 月 ５ 日购入 Ｂ 公司股票：

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２８２ ４
贷： 银行存款———美元 （１０×４×７ ０６）２８２ ４

２×２２ 年年末应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１０×４ ２×７ ０４－２８２ ４＝ １３ ２８（万元）。
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１３ ２８

贷：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１３ ２８
５． Ｄ　 【解 析】 在以账面价值为基础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 收到补价的一方一般以换出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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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 减去收到补价的公允价值， 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
６． Ｄ　 【解 析】 选项 Ａ，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为 ２ ０００ 万元； 选项 Ｂ， 无形资产的处置损益 ＝

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 ／ ５０×１０）＝ １ ２００（万元）； 选项 Ｃ， ２×２３ 年年末确认的投资收益 ＝ （４００－１ ２００＋

１ ２００ ／ ４０×６ ／ １２）×５０％ ＝－３９２ ５（万元）； 选项 Ｄ， ２×２３ 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 ２ ０００－３９２ ５－

５０×５０％ ＝ １ ５８２ ５（万元）。
７． Ｃ　 【解 析】 环保装置按照预计使用年限 ５ 年来计提折旧； Ａ 生产设备按照 ８ 年计提折旧。 ２×２２ 年

计提的折旧金额＝Ａ 生产设备（改造前）１８ ０００ ／ １６×１ ／ １２＋Ａ 生产设备（改造后）（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 ／ ８×９ ／
１２＋环保装置 ６００ ／ ５×９ ／ １２＝ １ ０２７ ５（万元）。

８． Ｂ　 【解 析】 选项 Ａ， 企业预计发生的转岗职工上岗前培训费应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选

项 Ｃ， 资产减值损失 ＝ １００－（８０－ １１ ６２） ＝ ３１ ６２（万元）， 辞退费用 １５０ 万元， 合计减少甲公司

２×２０ 年利润总额＝ ３１ ６２＋１５０＝ １８１ ６２（万元）； 选项 Ｄ， 辞退福利应该按照最有可能发生的赔偿金

额 １５０ 万元确认为应付职工薪酬。
９． Ａ　 【解 析】 已确认的政府补助需要退回的， 应当分情况按照以下规定进行处理： ①初始确认时冲

减相关资产成本的， 应当调整资产账面价值； ②存在相关递延收益的， 冲减相关递延收益账面余

额， 超出部分计入当期损益； ③属于其他情况的，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１０． Ｄ　 【解 析】 选项 Ｂ、 Ｃ， 建设期间土地使用权摊销金额 ＝ １ ２００ ／ ５０ ＝ ２４（万元）， 应计入在建办公

楼成本， 因此， ２×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建办公楼列示金额 ＝ ３ ０００ ＋ ２４ ＝ ３ ０２４（万元）； 选项 Ｄ，
２×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土地使用权应在资产负债表中按照公允价值 １ ３００ 万元列示。

１１． Ｂ　 【解 析】 选项 Ａ，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２）８００（万元）； 选项 Ｂ，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 （６）７００＋

（８）３ ０００＝ ３ ７００（万元）； 选项 Ｃ，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５）２ ５００＋（８）２ ０００＝ ４ ５００（万元）； 选项 Ｄ，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３）５ ０００＋（４）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万元）。

１２． Ｄ　 【解 析】 该事项对甲公司 ２×２２ 年度损益的影响金额＝（１９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００ ／
２＝ １２ ２００（万元）。

１３． Ｃ　 【解 析】 甲公司承诺的服务是向客户提供健身服务， 而甲公司为会员入会所进行的初始活动

并未向客户提供其所承诺的服务， 而只是一些内部行政管理性质的工作。 因此， 甲公司虽然为补

偿这些初始活动向客户收取了 １００ 元入会费， 但是该入会费实质上是客户为健身服务所支付的对

价的一部分， 故应当作为健身服务的预收款， 与收取的年费一起在 ２ 年内分摊确认为收入。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Ｂ　 【解 析】 选项 Ａ， 应计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支出）； 选项 Ｂ， 应计入当期损益（管理费用）。
２． ＢＣＤ　 【解 析】 选项 Ａ 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３． ＡＢＤ　 【解 析】 金融工具准则规范的金融负债是基于金融工具（合同）且需要用现金或其他金融资

产偿还的负债， 选项 Ｃ 属于其规范的金融负债。
４． ＡＢＣＤ
５． ＡＢＣＤ
６． ＡＢＤ　 【解 析】 该利润分享计划在报告年度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 在日后期间进一步确定了其具

体金额， 因此应作为日后调整事项处理， 调整报告年度相关项目金额， 分录为：
借：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２９ ９２０×１ ５％）４４８ ８

贷： 应付职工薪酬 ４４８ ８
将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转入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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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４４８ ８
贷：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４４８ ８

因此， 应调减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项目的期末余额 ４４８ ８ 万元， 调增资产负债表中“应付职

工薪酬”项目的期末余额 ４４８ ８ 万元， 调增利润表中“销售费用”项目的本年金额 ４４８ ８ 万元。
７． ＡＢＣＤ
８． ＢＣＤ　 【解 析】 企业清偿因未决诉讼而确认的负债所需支出基本确定可由第三方补偿的， 应该以相

关预计负债的金额为限单独列报为资产， 不能将其与预计负债相抵后以净额列示。
９． ＡＣＤ　 【解 析】 选项 Ａ， 其他债权投资应按照公允价值进行期末计量； 选项 Ｃ， 应采用账面价值与

可收回金额孰低进行期末计量； 选项 Ｄ， 应收账款按照账面余额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孰低进行

期末计量。
１０． ＡＢＤ　 【解 析】 选项 Ｃ， 应抵销的折旧金额＝ １２０ ／ ５００×１６０＝ ３８ ４（万元）， 其中， 通过“存货”项目

抵销的折旧金额＝ ３８ ４×４０ ／ １２０＝ １２ ８（万元）。
１１． ＡＢＤ　 【解 析】 选项 Ｃ， 认股权证属于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影响稀释每股收益， 不影响基本每股收益。
１２． ＡＢ　 【解 析】 选项 Ａ， Ａ 公司应确认的损益 ＝ １ ４００－１ ６００ ＝ －２００（万元）； 选项 Ｂ， Ａ 公司受让金

融资产的入账价值等于其公允价值， 即 ２２０ 万元； 选项 Ｃ， Ａ 公司受让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

１ ４００－２２０＝ １ １８０（万元）。

三、 计算分析题

１． 【答案】
（１）甲公司应将该项股票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该项

投资对甲公司 ２×２０ 年营业利润的影响金额＝ １ ０００×１０×６ ６－１ ０００×９×６ ６３＝ ６ ３３０（万元人民币）。 相

关的会计分录为：
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９×１ ０００×６ ６３）５９ ６７０

贷： 银行存款 ５９ ６７０
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６ ３３０

贷：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６ ３３０
（２）该债券应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初始入账成本＝ １ ８４０＋１０＝ １ ８５０（万元）。
借： 债权投资———成本 ２ ０００

贷： 银行存款 １ ８５０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１５０

２×２０ 年末：
实际利息收入＝ １ ８５０×７ ８８％ ＝ １４５ ７８（万元）；
应收利息＝ ２ ０００×６％ ＝ １２０（万元）；
利息调整摊销额＝ １４５ ７８－１２０＝ ２５ ７８（万元）；
年末账面余额＝ １ ８５０＋２５ ７８＝ １ ８７５ ７８（万元）。
借： 应收利息 １２０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２５ ７８
贷： 投资收益 １４５ ７８

２×２１ 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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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息收入＝ １ ８７５ ７８×７ ８８％ ＝ １４７ ８１（万元）；
应收利息＝ ２ ０００×６％ ＝ １２０（万元）；
利息调整摊销额＝ １４７ ８１－１２０＝ ２７ ８１（万元）；
年末账面余额＝ １ ８７５ ７８＋２７ ８１＝ １ ９０３ ５９（万元）。
借： 应收利息 １２０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２７ ８１
贷： 投资收益 １４７ ８１

２×２１ 年年末不需要计提信用损失准备。 理由： 经甲公司综合分析， 自初始确认后该债券的信

用风险没有显著增加， 预计未来该债券的现金流量与初始确认时预计的现金流量相同， 说明企业应

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相同， 不存在差异， 不需要计提信用损失准备。
（３）２×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
借： 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１０ ０００

———利息调整 ３５４ ６
贷： 银行存款 １０ ３５４ ６

２×２０ 年末：
借： 应收利息 （１０ ０００×６％）６００

贷： 其他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８２ ２７
投资收益 （１０ ３５４ ６×５％）５１７ ７３

２×２０ 年的公允价值变动＝ １０ ５００－（１０ ３５４ ６－８２ ２７）＝ ２２７ ６７（万元）。
借：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２２７ ６７

贷： 其他综合收益 ２２７ ６７
２×２１ 年末：
借： 应收利息 ６００

贷： 其他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８６ ３８
投资收益 ［（１０ ３５４ ６－８２ ２７）×５％］５１３ ６２

２×２１ 年的公允价值变动＝ １０ ３５０－（１０ ５００－８６ ３８）＝ －６３ ６２（万元）。
借： 其他综合收益 ６３ ６２

贷：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６３ ６２
借： 信用减值损失 ３０

贷： 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 ３０
（４）重分类日的相关会计分录：
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０ ３５０

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 ３０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２２７ ６７－６３ ６２）１６４ ０５

贷： 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１０ ０００
———利息调整 （３５４ ６－８２ ２７－８６ ３８）１８５ ９５
———公允价值变动 （２２７ ６７－６３ ６２）１６４ ０５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１９４ ０５
２． 【答案】

（１）甲公司该项租赁的租赁期为 １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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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该项租赁的不可撤销租赁期为 ５ 年， 甲公司有权选择以每年 １０ 万元续租 ５ 年， 也有权

选择以 ２００ 万元购买该房产。 甲公司在租赁期开始日评估认为， 可以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权，
因此， 确定甲公司该项租赁的租赁期为 １０ 年。

（２）甲公司在租赁期开始日应确认的租赁负债＝ １０×（Ｐ ／ Ａ， ５％， ９）＝ ７１ ０８（万元）；
甲公司在租赁期开始日应确认的使用权资产＝ １０＋１０×（Ｐ ／ Ａ， ５％， ９）＋４－１＝ ８４ ０８（万元）。
甲公司在租赁期开始日的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借： 使用权资产 ８４ ０８

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 １８ ９２
贷： 租赁负债———租赁付款额 ９０

银行存款 １３
（３）甲公司在 ２×２２ 年应确认的融资费用＝ ７１ ０８×５％ ＝ ３ ５５（万元）；
甲公司在 ２×２２ 年对使用权资产应计提的折旧额＝ ８４ ０８ ／ １０＝ ８ ４１（万元）。
甲公司 ２×２２ 年的相关会计分录为：
借： 财务费用 （７１ ０８×５％）３ ５５

贷： 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 ３ ５５
借： 管理费用 ８ ４１

贷： 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 ８ ４１
（４）甲公司在 ２×２５ 年年末不应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理由： 该房产所在地区的房价上涨属于市场情况发生的变化， 不在甲公司的可控范围内。 因

此， 虽然该事项导致购买选择权及续租选择权的评估结果发生变化， 但甲公司不需重新计量租赁

负债。
（５）甲公司在 ２×２３ 年应摊销的融资费用＝［７１ ０８－（１０－３ ５５）］×５％ ＝ ３ ２３（万元）。
甲公司在 ２×２４ 年应摊销的融资费用＝［７１ ０８－（１０－３ ５５）－（１０－３ ２３）］×５％ ＝ ２ ８９（万元）。
甲公司在 ２×２５ 年应摊销的融资费用 ＝ ［７１ ０８－（１０－３ ５５） －（１０－３ ２３） －（１０－２ ８９）］ ×５％ ＝

２ ５４（万元）。
甲公司在 ２× ２６ 年应摊销的融资费用 ＝ ［７１ ０８－（１０－ ３ ５５） －（１０－ ３ ２３） －（１０－ ２ ８９） －（１０－

２ ５４）］×５％ ＝ ２ １６（万元）。
甲公司行使购买选择权的相关会计分录：
借： 固定资产 １９６ ５８

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 （８ ４１×５）４２ ０５
租赁负债———租赁付款额 ５０
贷： 使用权资产 ８４ ０８

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 （１８ ９２－３ ５５－３ ２３－２ ８９－２ ５４－２ １６）４ ５５
银行存款 ２００

四、 综合题

１． 【答案】
资料（１）， 甲公司应当按照退出该合同的最低净成本确认预计负债。 理由： 待执行合同变为亏

损合同的， 如果合同存在标的资产， 应当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按规定确认减值损失， 预计

亏损超过减值损失的， 应该确认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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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执行合同的损失＝ ５００×３ ８－５００×（３－０ ２）＝ ５００（万元）， 不执行合同损失＝ ５００×３×２０％－

［５００×（４－０ ２）－５００×３ ８］ ＝ ３００（万元）， 不执行合同损失小于执行合同损失， 因此， 应该选择不执

行合同。 会计分录为：
借： 营业外支出 （５００×３×２０％）３００

贷： 预计负债 ３００
资料（２）， 甲公司应将发生的相关支出确认为销售费用。 理由： 为品牌宣传而取得的特定产品

或支出， 应作为企业的销售费用处理。 会计分录为：
借： 预付账款 ５６０

贷： 银行存款 ５６０
实际分发时：
借： 销售费用 ５６０

贷： 预付账款 ５６０
资料（３）， 该合同的整体折扣仅应在 Ｂ 产品和 Ｃ 产品之间分摊， Ａ 产品不参与分摊， 按此分摊

原则确认交易价格后， 在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理由： 三种产品的单独售价合计为

７５０ 万元（２５０＋１２５＋３７５）， 而该合同的价格为 ６００ 万元， 该合同的整体折扣为 １５０ 万元。 由于甲公

司经常将 Ｂ 产品和 Ｃ 产品组合在一起以 ３５０ 万元的价格销售， 该价格与其单独售价之和 ５００ 万元

（１２５＋３７５）的差额为 １５０ 万元， 与该合同的整体折扣一致， 而 Ａ 产品单独销售的价格加上 Ｂ、 Ｃ 产

品打包销售价格的合计金额与总合同价格一致， 证明该合同的整体折扣仅应归属于 Ｂ 产品和 Ｃ 产

品。 会计分录为：
Ａ 产品应分摊的交易价格＝ ２５０（万元）。
Ｂ 产品应分摊的交易价格＝ ３５０×１２５ ／ （１２５＋３７５）＝ ８７ ５（万元）。
Ｃ 产品应分摊的交易价格＝ ３５０×３７５ ／ （１２５＋３７５）＝ ２６２ ５（万元）。
借： 银行存款 （６００×１ １３）６７８

贷： 主营业务收入———Ａ 产品 ２５０
———Ｂ 产品 ８７ ５
———Ｃ 产品 ２６２ ５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７８
借： 主营业务成本 ２００

贷： 库存商品———Ａ 产品 ７０
———Ｂ 产品 ３０
———Ｃ 产品 １００

资料（４）， 甲公司应将销售丙原料取得的价款以及取得的财政拨款一并确认为营业收入。 理

由： 从公司的经营模式看， 从国外进口丙材料， 按照固定价格销售给指定企业， 然后从政府获取差

价， 这是甲公司的日常经营方式。 从收入的定义看， 收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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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从政府收取的对价属于企业

的日常活动， 符合收入的界定。 会计分录为：
借： 银行存款 ４ ２００

贷： 其他业务收入 （３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４ ２００
借： 其他业务成本 ４ ０００

贷： 原材料 （５ ０００×８０％）４ ０００

—６—

会计最后冲刺 ８套模拟试卷



２． 【答案】
（１）①判断： 属于调整事项。
借：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信用减值损失 （５８０×５０％－５８）２３２

贷： 坏账准备 ２３２
借：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８

贷：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所得税费用 （２３２×２５％）５８
②判断： 属于调整事项。
借：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营业收入 ６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７８
贷： 应收账款 ６７８

借： 库存商品 ４００
贷：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营业成本 ４００

借： 坏账准备 ３３ ９
贷：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信用减值损失 ３３ ９

借：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６００－４００）×２５％］５０
贷：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所得税费用 ５０

借：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所得税费用 （３３ ９×２５％）８ ４８
贷：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８ ４８

③判断： 属于调整事项。
借：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营业收入 ２００

合同负债 ２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２６ ２６
贷： 应收账款 ２２８ ２６

借： 库存商品 １６０
贷：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营业成本 １６０

借：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１０ ５
贷：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所得税费用 ［（２０２－１６０）×２５％］１０ ５

借：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所得税费用 ０ ５
贷：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２５％）０ ５

④判断： 属于调整事项。
借：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营业外支出 ３０

预计负债 ６０
贷： 其他应付款———Ｄ 公司 ８７

———×法院 ３
借：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２２ ５

贷：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所得税费用 （９０×２５％）２２ ５
借：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所得税费用 １５

贷：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６０×２５％）１５
借： 其他应付款———Ｄ 公司 ８７

———×法院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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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银行存款 ９０
（该笔分录不需要调整报告年度报表）
⑤判断： 属于非调整事项。
这一交易对甲公司来说属于日后期间发生的重大企业合并， 应在其编制 ２×２１ 年度财务报告时，

披露与这一非调整事项有关的购置股份的事实， 以及有关购置价格的信息。
⑥判断： 属于非调整事项。
由于这一情况在资产负债表日并不存在， 是资产负债表日后才发生的事项。 因此， 应作为非调

整事项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
⑦判断： 属于非调整事项。
由于这一情况在资产负债表日并不存在， 是资产负债表日后才发生的事项， 属于非调整事项。

该事项对甲公司资产负债表日后的财务状况有较大影响， 可能导致现金大规模流出、 企业股权结构

变动等， 企业需要在财务报告中适当披露这一信息。
（２）①存货跌价准备的处理不正确。
签订销售合同的部分：
成本＝ ３００×１２０＝ ３６ ０００（万元）。
可变现净值＝ ３００×（１３０－２）＝ ３８ ４００（万元）。
成本小于可变现净值， 不需计提跌价准备。
未签订销售合同的部分：
成本＝ １００×１２０＝ １２ ０００（万元）。
可变现净值＝ １００×（１１８－２）＝ １１ ６００（万元）。
应计提跌价准备＝ １２ ０００－１１ ６００＝ ４００（万元）。
甲公司多计提跌价准备＝ １ ４００－４００＝ １ ０００（万元）， 更正分录为：
借： 存货跌价准备 １ ０００

贷：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资产减值损失 １ ０００
借：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所得税费用 （１ ０００×２５％）２５０

贷：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５０
②无形资产换入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更正分录为：
借： 固定资产 １００

贷：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资产处置损益 ［６００－（５８０－８０）］１００
借：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所得税费用 （１００×２５％）２５

贷：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２５
（３）将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结转利润分配和盈余公积的会计分录：
借：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４７３ ９２

贷：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４７３ ９２
借：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４７ ３９

贷： 盈余公积 ４７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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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会计·模拟试卷（二）
参考答案及解析

答 案 速 查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Ａ ２ Ａ ３ Ｃ ４ Ｄ ５ Ｂ

６ Ｂ ７ Ｄ ８ Ｄ ９ Ｂ １０ Ｄ

１１ Ｄ １２ Ｂ １３ Ａ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ＢＤ ２ ＢＣ ３ ＡＢＣ ４ ＡＢＣＤ ５ ＡＣＤ

６ ＢＣＤ ７ ＡＣＤ ８ ＡＤ ９ ＡＢ １０ ＡＢＣＤ

１１ ＡＢＤ １２ ＡＣＤ

详 细 解 析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Ａ　 【解 析】 已授予高管人员的认股权证属于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由于相关权利不附加其他行

权条件， 没有等待期， 应根据授予的认股权证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确认当期员工服务成本。 当期应

确认的费用为 ３６０（９×２０×２）万元， 并确认资本公积。
２． Ａ　 【解 析】 亏损企业签订的回购价格高于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的股份回购合同具有反稀

释性。
３． Ｃ　 【解 析】 投资方对联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其中一部分通过风险投资机构、 共同基金、 信托公

司或包括投连险基金在内的类似主体间接持有的， 可对间接持有的该部分投资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并对其余部分采用权益法核算。
４． Ｄ　 【解 析】 更新改造后的固定资产入账价值 ＝ ２ ０００＋１ ２１０＋５００＋２９０－１００ ＝ ３ ９００（万元）， 甲公司

２×２２ 年度该生产用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计提的折旧额 ＝ ３ ９００ ／ １５×３ ／ １２ ＝ ６５（万元）， 因

该设备所生产的产品至年末已全部对外出售， 因此该资产对损益的影响 ＝ －２０（２×２２ 年前 ３ 个月折

旧额）－６５（２×２２ 年改造后 ３ 个月折旧额）－（１００－１０）（被替换部件计入营业外支出）＝ －１７５（万元）。
５． Ｂ　 【解 析】 有合同部分：

有合同的 Ｂ 产品的成本＝ ２８０×８０％＋２０×８０％ ＝ ２４０（万元）， 可变现净值＝ ２２８－１５×８０％ ＝ ２１６（万元）。
这部分 Ｂ 产品的成本大于其可变现净值， 说明这部分 Ｂ 产品发生了减值， 与其对应的 Ａ 半成品需

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对应的 Ａ 半成品的可变现净值＝ ２２８－１５×８０％－２０×８０％ ＝ ２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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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合同部分：
无合同的 Ｂ 产品的成本＝（２８０＋２０） ×２０％ ＝ ６０（万元）， 可变现净值 ＝ （２７５－１５） ×２０％ ＝ ５２（万元）。
这部分 Ｂ 产品的成本大于其可变现净值， 说明这部分 Ｂ 产品发生了减值， 与其对应的 Ａ 半成品需

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对应的 Ａ 半成品的可变现净值＝（２７５－１５－２０）×２０％ ＝ ４８（万元）。
综合考虑， Ａ 半成品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 ［（２８０×８０％－２００） －０］ ＋［（２８０×２０％－４８） －０］ ＝

３２（万元）。
６． Ｂ　 【解 析】 合并方在合并中取得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以下简称组合）构成业务， 通常应

具有投入、 加工处理过程和产出这三个要素。
７． Ｄ　 【解 析】 甲公司应该确认的管理费用为 ９ 万元， 基本确定能够从第三方得到的补偿金额为

１２０ 万元， 应当冲减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支出＝ （１８０＋２４０） ／ ２－１２０ ＝ ９０（万元）， 应确认的其他应收

款为 １２０ 万元， 应确认的预计负债＝（１８０＋２４０） ／ ２＋９＝ ２１９（万元）。
８． Ｄ　 【解 析】 选项 Ｄ， 转股时应将可转换公司债券中的权益成分从“其他权益工具”转销。
９． Ｂ　 【解 析】 （１）２×２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收到职工缴纳的认股款 ３ ０００ 万元（６００×５）时：

借： 银行存款 ３ ０００
贷： 股本 ６００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２ ４００
同时， 就回购义务确认负债：
借： 库存股 ３ ０００

贷： 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３ ０００
（２）该计划为一次授予、 分期行权的计划， 费用在各期的分摊如表（单位： 万元）：

分摊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合计

２×２２ 年 ６ ０００×３０％×１ ／ １ ＝ １ ８００ ６ ０００×３０％×１ ／ ２ ＝ ９００ ６ ０００×４０％×１ ／ ３ ＝ ８００ ３ ５００

２×２３ 年 ６ ０００×３０％×２ ／ ２－９００＝ ９００ ６ ０００×４０％×２ ／ ３－８００＝ ８００ １ ７００

２×２４ 年 ６ ０００×４０％×３ ／ ３－１ ６００＝ ８００ ８００

合计 １ ８００ １ ８００ ２ ４００ ６ ０００

２×２２ 年的会计处理（以后各年比照其会计处理）：
借： 管理费用 ３ ５００

贷：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３ ５００
同时解锁日：
借：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１ ８００

贷：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１ ８００
（３）达到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而无需回购的股票， 会计处理为：
借： 其他应付款———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 ３ ０００

贷： 库存股 ３ ０００
１０． Ｄ　 【解 析】 选项 Ｄ， 应计入当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１１． Ｄ　 【解 析】 债务人以单项或多项金融资产清偿债务的， 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偿债金融资产账面价

值的差额记入“投资收益”科目。
１２． Ｂ　 【解 析】 ２×２２ 年末， 该设备的账面价值 ＝ ６０－６０×５ ／ １５ ＝ ４０（万元）， 计税基础 ＝ ６０－６０ ／ ５×１ ＝

—０１—

会计最后冲刺 ８套模拟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