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３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中级会计实务·模拟试卷（一）
参考答案及解析

答 案 速 查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Ｃ ２ Ｃ ３ Ａ ４ Ｄ ５ Ａ

６ Ｄ ７ Ａ ８ Ｃ ９ Ａ １０ Ｄ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Ｄ ２ ＡＤ ３ ＡＢＣＤ ４ ＡＢＣ ５ ＡＢＣＤ

６ ＡＣＤ ７ ＡＤ ８ ＡＣ ９ ＡＤ １０ ＢＣＤ

三、 判断题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详 细 解 析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Ｃ　 【解 析】 选项 Ａ， 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选项 Ｂ、 Ｄ， 属于正常的事项， 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２． Ｃ　 【解 析】 ２×２３ 年的会计处理为：

借： 银行存款 ３５
贷： 其他业务收入 ３５

借： 银行存款 ５２０
贷： 其他业务收入 ５２０

借： 其他业务成本 ５００
贷：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４６０

———公允价值变动 ４０
借：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４０

贷： 其他业务成本 ４０
２×２３ 年度影响损益的金额＝ ３５＋５２０－５００－４０＋４０ ＝ ５５（万元）。

３． Ａ
４． Ｄ　 【解 析】 甲公司因出售商标权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６００－（７００－１８０－９０）＝ １７０（万元）。 会计处

理为：
借： 银行存款 ６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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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摊销 １８０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９０
贷： 无形资产 ７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６００×６％）３６
资产处置损益 １７０

５． Ａ　 【解 析】 甲公司应确认的使用权资产＝ ４０×（Ｐ ／ Ａ， ７％， ３）＋２×（Ｐ ／ Ｆ， ７％， ３）＝ ４０×２ ６２４ ３＋２×

０ ８１６ ３≈１０６ ６０（万元）， 每年应对使用权资产计提的折旧金额＝ １０６ ６０ ／ ４ ＝ ２６ ６５（万元）。
６． Ｄ　 【解 析】 ２×２２ 年年末该项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 ６ ３００－（６ ３００－３００） ÷１０×４ ＝ ３ ９００（万元）， 该

项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 ３ ３００ 万元＜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３ ９００ 万元， ２×２２ 年年末该项固定资

产应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３ ９００－３ ３００ ＝ ６００（万元），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固定资产的

账面价值为 ３ ３００ 万元， ２×２３ 年度要按 ２×２２ 年年末计提减值后的新账面价值 ３ ３００ 万元和尚可使用

年限 ６ 年（１０－４）计提折旧， 则该固定资产应计提的折旧额＝（３ ３００－３００）÷（１０－４）＝ ５００（万元）。
７． Ａ　 【解 析】 ２×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债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 （１ １００－５０＋５） ×（１＋３ ２％） －１ ０００×５％ ＝

１ ０３８ ７６（万元）。
本题分录为：
借： 债权投资———成本 １ ０００

———利息调整 ５５
应收利息 ５０
贷： 银行存款 （１ １００＋５）１ １０５

借： 银行存款 ５０
贷： 应收利息 ５０

借： 应收利息 （１ ０００×５％）５０
贷： 投资收益 （１ ０５５×３ ２％）３３ ７６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１６ ２４
８． Ｃ　 【解 析】 选项 Ｃ， 企业不应将未来的经营亏损确认为负债。
９． Ａ　 【解 析】 ２×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该批商品发生了减值， 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 ２００×６０％×６ １－９０×

６ ２＝ １７４（万人民币元）， 减少了利润总额 １７４ 万人民币元。
１０． Ｄ　 【解 析】 采用估值技术估计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时， 第一层次输入值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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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 Ａ、 Ｂ 属于第二层次输入值； 选项 Ｃ 属于第

三层次输入值。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Ｄ　 【解 析】 选项 Ｂ， 体现的是可比性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选项 Ｃ， 体现的是谨慎性会计信息质量

要求。
２． ＡＤ　 【解 析】 选项 Ｂ， 存货期末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选项 Ｃ， 以存货对外投资时

其持有期间对应的存货跌价准备要相应地结转。
３． ＡＢＣＤ
４． ＡＢＣ　 【解 析】 选项 Ｄ， 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宣告分配现金股利时， 投资方不确认投资收益， 应冲

减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５． ＡＢ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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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ＡＣＤ　 【解 析】 选项 Ｂ， 投资性房地产不得由公允价值模式变更为成本模式， 因此选项 Ｂ 不正确。
７． ＡＤ　 【解 析】 三种产品的单独售价合计 １５０ 万元， 合同价格为 １２０ 万元， 折扣为 ３０ 万元。 由于甲

公司经常将 Ｂ 产品和 Ｃ 产品组合在一起以 ７０ 万元价格销售， 而 Ａ 产品单独销售价格与其单独售价

一致， 证明该合同的折扣仅应归属于 Ｂ 产品和 Ｃ 产品。 因此， 各产品分摊的交易价格分别为： Ａ 产

品为 ５０ 万元， Ｂ 产品为 １７ ５（２５ ／ １００×７０）万元， Ｃ 产品为 ５２ ５（７５ ／ １００×７０）万元。
８． ＡＣ　 【解 析】 选项 Ａ， 梅雨季节引起的工程停工属于可预见的原因引起的停工， 是正常停工， 不

需要暂停资本化； 选项 Ｃ， 承担带息债务， 表明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而承担不带息债务， 不能表明

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９． ＡＤ　 【解 析】 选项 Ｂ， 税法不允许税前扣除， 产生的是非暂时性差异； 选项 Ｃ， 产生的是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
１０． ＢＣＤ　 【解 析】 选项 Ａ， 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相关的交易费用在发生

时计入当期损益（投资收益）。

三、 判断题

１． √
２． ×　 【解 析】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投资收益）， 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交易费

用计入初始入账金额。
３． ×　 【解 析】 如果子公司少数股东分担的当期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所有者权益中所

享有的份额， 其超出部分仍应当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即少数股东权益可以出现负数。
４． √
５． ×　 【解 析】 实行预算管理一体化的地区和部门， 国库集中支付不再区分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

支付， 单位的会计处理与财政直接支付方式下类似， 不再使用“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科目， 通过

国库集中支付方式购买固定资产的， 财务会计中应贷记财政拨款收入或财政应返还额度。
６． ×　 【解 析】 政府补助通常附有一定的使用条件， 即要求取得政府补助的企业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

补助资金或资产。
７． ×　 【解 析】 无论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期间如何， 递延所得税资产均不应予以折现。
８． ×　 【解 析】 企业为取得合同发生的、 除预期能够收回的增量成本之外的其他支出， 例如， 无论是

否取得合同均会发生的差旅费、 投标费、 为准备投标资料发生的相关费用等， 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当

期损益， 除非这些支出明确由客户承担。
９． ×　 【解 析】 债权人应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确认金额与放弃债权账面价值的差额， 确认投资收益。
１０． ×　 【解 析】 在受托代理业务中， 民间非营利组织并不是受托代理资产的最终受益人， 只是代受

益人保管这些资产。

四、 计算分析题

１． 【答 案】
（１）Ｂ 公司是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其如果不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情况下的初始计量金额

为 ２ ４００ 万元， 当日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为 ２ ３８２ 万元（２ ４００－１８）， 按照二者孰低计量。
借： 持有待售资产 ２ ３８２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８
贷： 银行存款 ２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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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乙公司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借： 资产减值损失 ４

贷： 持有待售资产减值准备 ［２ ３８２－（２ ３９０－１２）］４
（３）２×２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借： 投资收益 ７ ５

贷： 银行存款 ７ ５
（４）２×２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借： 银行存款 ２ ３９０

持有待售资产减值准备 ４
贷： 持有待售资产 ２ ３８２

投资收益 １２
２． 【答 案】

（１）借： 银行存款 ［２００×１×（１＋１３％）］２２６
贷：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１×８０％）１６０

预计负债 （２００×１×２０％）４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２６

借： 主营业务成本 （２００×０ ８×８０％）１２８
应收退货成本 （２００×０ ８×２０％）３２
贷： 库存商品 １６０

（２）借： 预计负债 ４０
库存商品 （３５×０ ８）２８
主营业务成本 ［（２００×２０％－３５）×０ ８］４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３５×１×１３％）４ ５５
贷： 应收退货成本 ３２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００×２０％－３５）×１］５
银行存款 ［３５×１×（１＋１３％）］３９ ５５

（３）商品的交易价格＝ ９０×９０ ／ （９０＋１０）＝ ８１（万元）；
延保服务的交易价格＝ ９０×１０ ／ （９０＋１０）＝ ９（万元）。
借： 银行存款 １０１ ７

贷： 主营业务收入 ８１
合同负债 ９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１１ ７

借： 主营业务成本 ７０
贷： 库存商品 ７０

借： 销售费用 ６
贷： 预计负债 ６

五、 综合题

１． 【答 案】
（１）借： 工程物资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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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２６
贷： 银行存款 ２２６

借： 在建工程 ６２１
贷： 工程物资 ２００

库存商品 １８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４１

借： 固定资产 ６２１
贷： 在建工程 （２００＋１８０＋２４１）６２１

（２）２×１８ 年应计提折旧 ＝ （６２１－２１） ／ ６×９ ／ １２ ＝ ７５（万元）， 计提减值前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

６２１－７５＝ ５４６（万元）， 应计提减值准备＝ ５４６－４００＝ １４６（万元）。
借：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４６

贷：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１４６
（３）２×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４００（万元）， 计税基础＝ ６２１－７５ ＝ ５４６（万元）， 产

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５４６－４００＝ １４６（万元）， 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４６×２５％ ＝ ３６ ５（万元）。
借：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６ ５

贷： 所得税费用 ３６ ５
（４）借： 投资性房地产 ６２１

累计折旧 ７５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１４６
贷： 固定资产 ６２１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７５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１４６

（５）借： 其他业务成本 １６０
贷：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４００×４ ／ （４＋３＋２＋１）］１６０

借： 银行存款 ２００
贷： 其他业务收入 ２００

（６）２×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 ＝ ４００－１６０ ＝ ２４０（万元）， 计税基础 ＝ ６２１－７５－

（６２１－２１） ／ ６＝ ４４６（万元），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余额 ＝ ４４６－２４０ ＝ ２０６（万元）， 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 ２０６×２５％－３６ ５＝ １５（万元）。
借：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５

贷： 所得税费用 １５
２． 【答 案】

（１）借： 长期股权投资 ７ ０００
贷： 股本 ７００

资本公积 （７００×１０－７００×１）６ ３００
（２）合并商誉＝ ７ ０００－（６ ７５０＋１００×７５％）×８０％ ＝ １ ５４０（万元）。
（３）对购买日评估增值的无形资产进行调整：
借： 无形资产 １００

贷： 资本公积 ７５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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