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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会计实务》速记口诀 

 

【知识点 1】权益法下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  

“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最初以初始投资成本计量，然后比较初始投资成本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 

如果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则产生

的差额是不利差额，做题口诀为不利差额不调账。如果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则产生的差额是有利差额，做题口诀为有利差额

要调账。有利差额的调账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贷：营业外收入 

【记忆口诀】不利差额不调账，有利差额要调账。 

  

【知识点 2】对于投资方与其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抵销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抵销，应当分别顺流交易和逆流交易进行会计处理。顺流交易是指投

资方向其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投出或出售资产，逆流交易是指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向投资方

出售资产。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体现在投资方或其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持有的资产账面价值

中的，在计算确认投资损益时应予抵销。 

第一种情况：顺流、逆流交易形成存货。 

第二种情况：顺流、逆流交易形成固定资产。 

第三种情况：投出资产。 

第四种情况：投资方与其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无论是顺流交易还是逆流交易产生

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失，属于所转让资产发生减值损失的，有关未实现内部交易损失不应

予以抵销。 

【记忆口诀】 

不论顺逆均抵销； 

不论赔赚均抵销； 

出资比照顺流做； 

减值损失不抵销。 

 

【知识点 3】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项目 成本模式下的转换 公允价值模式下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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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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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差] 

  贷：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原值] 

    其他综合收益[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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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借差] 

  贷：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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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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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或在借方]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贷差] 

【记忆口诀】 

成本模式：不产生差额。 

公允价值模式：自用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时产生的贷方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其

余差额均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知识点 4】借款费用占用先后顺序的确定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应当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

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

资收益后的金额，确定专门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了一般借款的，企业应当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

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

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应当根据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确定。即企业占用一

般借款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时，一般借款的借款费用的资本化金额的确定应

当与资产支出相挂钩。 

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一般借款利息费用资本化金额＝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

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 

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所占用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率＝所占用一般借款当期实际发

生的利息之和÷所占用一般借款本金加权平均数 

【记忆口诀】先花专门借款，花完专门借款，再花一般借款。 

 

【知识点 5】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涉及补价） 

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支付的补价（－收到的补价）＋换出资产增值税销项

税额－换入资产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支付的应计入换入资产成本的相关税费 

【记忆口诀】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加支减收，加销减进，加其他。 

 

【知识点 6】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的计量 

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是指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

负债在会计期末应有的金额相对于原已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即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

税负债的当期发生额，但不包括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的所得税影响。 

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少－当

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减少－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 

贷方是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借方就是所得税费用，增加递延所得税费用。＋ 

借方是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贷方就是所得税费用，减少递延所得税费用。－ 

【记忆口诀】贷方写正号、借方写负号。 

如果某项交易或事项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应计入所有者权益，由该交易或事项产生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及其变化也应计入所有者权益（其他综合收益），不构成利润表中

的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 

 

【知识点 7】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余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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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所得税资产： 

期末余额大于期初余额时，是借记递延所得税资产；如果期末余额小于期初余额，则是贷记

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期末余额大于期初余额时，是贷记递延所得税负债；如果期末余额小于期初余额，则是借记

递延所得税负债。 

【记忆口诀】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记借方；减少，记贷方。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记贷方；减少，记借方。 

 

【知识点 8】外币现金流量及其现值的确定 

企业应当按照以下顺序确定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1）以结算货币为基础预计其未来现金流量，并按其适用的折现率计算资产的现值； 

（2）将此现值按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当日的即期汇率进行折算，从而折现成按照记

账本位币表示的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3）在此基础上，比较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按较高者确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然后再对比资产的账面价值，以确定是否需要确认减值损

失以及确认多少减值损失。 

【记忆口诀】先折现，再折算。 

 

【知识点 9】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和非调整事项的界定 

常见的调整事项 常见的非调整事项 

①日后期间诉讼案件结案； 

②日后期间取得确凿证据，表

明某项资产减值或调整减值； 

③日后期间进一步确认了资

产负债表日前购入资产成本

或售出资产收入； 

④日后期间发现了财务报告

舞弊或差错。 

①日后期间发生重大诉讼、仲裁、承诺； 

②日后期间资产价格、税收政策、外汇汇率发生重大变化； 

③日后期间因自然灾害导致资产发生重大损失； 

④日后期间发行股票和债券以及其他巨额举债； 

⑤日后期间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⑥日后期间发生巨额亏损； 

⑦日后期间发生企业合并或处置子公司； 

⑧日后期间企业利润分配方案中拟分配的以及经审议批准

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记忆口诀】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调整事项；在资产负债表日不存在，非调整事项。 

 

【知识点 10】追溯调整法 

追溯调

整法 

定

义 

追溯调整法是指对某项交易或事项变更会计政策，视同该项交易或事项初次

发生时即采用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并以此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调整的方

法 

思

路 

（1）对于比较财务报表期间的会计政策变更，应调整各期间净损益各项目

和其他相关项目，视同在比较期间一直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2）对于比较财务报表可比期间以前的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应调

整比较财务报表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相关项目 

步

骤 
一计算；二分录；三调表；四附注（四步） 

累积影 定 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是指按照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以前各期追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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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数 义 的列报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应有金额与现有金额之间的差额（新－旧） 

公

式 

按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追溯计算所得到列报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应有的）

金额－（现有的）列报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金额＝累积影响数； 

留存收益金额包括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项目，不考虑由于损益的变化而应

当补分的利润或股利（净利润就是留存收益） 

步

骤 
税前差异——所得税影响——税后差异 

【记忆口诀】 

假如当初既如此，一直调到早年初，留存收益相比较，就是累积影响数； 

当期递延要分清，以前损益不使用，每股收益重计算，最终现有变应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