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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速查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Ｄ ２ Ｄ ３ Ｃ ４ Ｂ ５ Ａ

６ Ｄ ７ Ｃ ８ Ｃ ９ Ｄ １０ Ｃ

１１ Ａ １２ Ｂ １３ Ｃ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Ｄ ２ ＡＢＣＤ ３ ＡＤ ４ ＡＢＣＤ ５ ＡＣＤ

６ ＡＤ ７ ＡＢＤ ８ ＡＢＣＤ ９ ＡＢＤ １０ ＡＢＤ

１１ ＢＣ １２ ＡＢＣＤ

详细解析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Ｄ　 【解析】 选项 Ａ、 Ｃ， 不正确， 会计分录为：
借： 长期股权投资 （２ ０００×３０％）６００

贷： 银行存款 ５００
营业外收入 １００

选项 Ｂ， 应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２． Ｄ　 【解析】 选项 Ｃ， 甲公司购买日的合并成本＝ ２ ５６０×６ ３＝ １６ １２８（万元人民币）； 选项 Ｄ， 甲公司

购买日所产生的合并商誉＝（２ ５６０－２ ６００×８０％）×６ ３＝ ３ ０２４（万元人民币）。
３． Ｃ　 【解析】 子公司期末存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 （４００－３００） ×５０％ ＝ ５０（万元）， 选项 Ａ

正确； 合并财务报表存货的账面价值＝ ３００×５０％ ＝ １５０（万元）， 选项 Ｂ 正确； 合并财务报表计税基

础为 ２００ 万元（４００×５０％）， 大于合并报表角度账面价值 １５０ 万元， 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５０ 万元，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２ ５ 万元（５０×２５％）， 选项 Ｃ 不正确， 选项 Ｄ 正确。 本题

分录如下：
借： 营业收入 ４００

贷： 营业成本 ４００
借： 营业成本 ５０

贷： 存货 ５０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借：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２ ５

贷： 所得税费用 １２ ５
４． Ｂ　 【解析】 货币性资产是指持有的货币资金和将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 主要包括现

金、 银行存款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等。 选项 Ａ、 Ｃ、 Ｄ 均不符合货币性资产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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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Ａ　 【解析】 ２×２２ 年 ２ 月 １ 日确认收入＝ １０×５０×（１－１４％）＝ ４３０（万元）， ２ 月末按照调整后最新退货

率应补确认收入＝ １０×５０×（１４％－１０％）＝ ２０（万元）， 因此 ２ 月份因该项销售而确认的收入为 ４５０
万元。

６． Ｄ　 【解析】 选项 Ａ，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 ＝ １ ２１０（万元）； 选项 Ｂ， 应确认

营业外收入的金额＝ ４ ５００×３０％－１ ２１０＝ １４０（万元）； 选项 Ｃ，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 ＝其他债权投资的

处置损益＝ ８００－６００＋１００ ＝ ３００（万元）； 选项 Ｄ， 影响甲公司当期损益的金额 ＝ （４００－３００） ＋１４０＋
３００＝ ５４０（万元）。

７． Ｃ　 【解析】 事业单位以现金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应该以实际确定的投资成本计入长期投资成本，
所以该项长期投资成本＝ １００－１＝ ９９（万元）。
借： 长期股权投资 ９９

应收股利 １
贷： 银行存款 １００

８． Ｃ　 【解析】 选项 Ｃ， 乙公司取得设备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因此对于乙公司而言支付的价款属于投资

活动， 且属于“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项目， 因此是将甲公司经营

活动收到的现金与乙公司投资活动支付的现金抵销。
９． Ｄ　 【解析】 三种产品的单独售价合计为 １５０ 万元（５０＋２５＋７５）， 而该合同的价格为 １２０ 万元， 该合

同的整体折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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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的价格销售， 该

价格与其单独售价之和（１００ 万元）的差额为 ３０ 万元， 与该合同的整体折扣一致， 而 Ａ 产品单独销

售的价格与其单独售价一致， 证明该合同的整体折扣仅应归属于 Ｂ 产品和 Ｃ 产品。
Ａ 产品应分摊的交易价格＝ ５０（万元）；
Ｂ 产品应分摊的交易价格＝ ７０×２５ ／ （２５＋７５）＝ １７ ５（万元）；
Ｃ 产品应分摊的交易价格＝ ７０×７５ ／ （２５＋７５）＝ ５２ ５（万元）。

１０． Ｃ　 【解析】 ２×２２ 年， Ｍ 公司为研发新药物发生的费用化支出 ＝ ５００＋５０ ＝ ５５０（万元）， 资本化支

出＝ ３００－５０＝ ２５０（万元）， 因此计入当期损益 ５５０ 万元， 记入“开发支出”项目 ２５０ 万元。 ２×２３ 年

７ 月 １ 日， 确认无形资产入账金额 ＝ ２５０＋８００ ＝ １ ０５０（万元）； Ｍ 公司 ２×２３ 年计提的摊销金额 ＝
１ ０５０ ／ １０×６ ／ １２＝ ５２ ５（万元）， 因此该无形资产期末列报金额＝ １ ０５０－５２ ５＝ ９９７ ５（万元）。

１１． Ａ　 【解析】 选项 Ｂ， 如果是以前年度的净损益的份额， 应该调整留存收益， 当期期初至丧失控制

权日实现的净损益份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选项 Ｃ， 应该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选项 Ｄ， 个别

报表无需考虑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合并报表才需要考虑。
１２． Ｂ　 【解析】 选项 Ａ， 应该作为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列示； 选项 Ｃ， 应该作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列示； 选项 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收到的价款相当于处置固定资产取得的对价， 应该作为投资活

动的现金流量列示。
１３． Ｃ　 【解析】 选项 Ｃ， 不属于政府补助， 因为甲公司向居民低价销售商品而获得的补贴， 相当于政

府和居民共同承担该商品价格， 因此属于甲公司收入范畴。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Ｄ　 【解析】 选项 Ａ，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了非正常中断， 且中断时

间连续超过 ３ 个月的借款费用， 应当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 选项 Ｄ， 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

件的资产只要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 就应停止借款费用资本化。
２． ＡＢＣＤ　 【解析】 选项 Ｂ， 企业为取得合同发生的增量成本预期能够收回的， 应当作为合同取得成本

确认为一项资产， 而不是作为合同履约成本确认资产。
３． ＡＤ　 【解析】 Ａ 公司为其子公司 Ｂ 公司的高管人员授予股份支付， Ａ 公司具有结算义务， 故应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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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长期股权投资， 同时 Ａ 公司支付的股票为 Ｂ 公司的股票， 站在 Ａ 公司的角度， 属于使用其他方

股权进行股份支付， 应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进行处理； Ｂ 公司由于没有结算义务， Ｂ 公司应按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２×２２ 年 Ａ 公司应确认的股份支付的金额＝（１０－２）×２×１６×１ ／ ４×６ ／ １２＝ ３２（万元）：
借：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２

贷：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２
２×２２ 年 Ｂ 公司应确认管理费用＝（１０－２）×２×１４×１ ／ ４×６ ／ １２＝ ２８（万元）：
借： 管理费用 ２８

贷：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２８
４． ＡＢ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Ｂ、 Ｃ、 Ｄ， 不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 均是直接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５． ＡＣＤ　 【解析】 选项 Ａ，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

定， 对以前年度损益进行追溯调整或追溯重述的， 应当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企业发生

会计估计变更不需要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 因此不需要重新计算每股收益； 选项 Ｃ、 Ｄ， 属于

当期发生的正常事项， 不需要重新计算比较报表每股收益。
６． ＡＤ　 【解析】 选项 Ｂ、 Ｃ， 属于会计估计， 企业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前， 应该统一母子公司之间的会

计政策、 资产负债表日以及会计期间， 不需要统一会计估计。
７． ＡＢＤ　 【解析】 该合同中包含固定对价和可变对价， 其中， 授权使用专利技术 Ｘ 的价格为固定对

价， 且与其单独售价一致， 授权使用专利技术 Ｙ 的价格为乙公司使用该专利技术所生产的产品销售

额的 １０％， 属于可变对价， 该可变对价全部与授权使用专利技术 Ｙ 能够收取的对价有关， 且甲公

司基于实际销售情况估计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的金额接近 Ｙ 的单独售价。 因此， 甲公司将可变对价

部分的特许权使用费金额全部由 Ｙ 承担符合交易价格的分摊目标。 甲公司授权乙公司使用专利技术

Ｙ 时， 不应确认收入， 甲公司应在乙公司发生后续销售时确认基于销售额的使用费收入。
８． ＡＢＣＤ　 【解析】 附注一般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至少披露下列内容： ①企业的基本状况（企业的注册

地、 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业务性质和主要经营活动， 母公司及集团最终母公司的名称， 财务报告

的批准报出者和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或者以签字人及其签字日期为准， 营业期限有限的企业还应当

披露有关其营业期限的信息）。 ②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③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④重要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 ⑤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⑥对已在资产负债表、 利润

表、 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列示的重要项目的进一步说明， 包括终止经营税后利润的金

额及其构成情况等。 ⑦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事项。 ⑧有助于财务报表使用者评价企业管理资本的目

标、 政策及程序的信息。
９． ＡＢＤ　 【解析】 选项 Ａ、 Ｂ， 企业采用分期收款方式销售商品的， 应于 ２×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按照销售商

品的现销价格 １ ４６５ ９ 万元确认收入， 同时结转成本 １ ２００ 万元。 选项 Ｃ， ２×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甲

公司应分摊未实现融资收益 ４３ ３ 万元［（１ ４６５ ９－６００） ×５％］； 选项 Ｄ， ２×２２ 年甲公司影响损益的

金额＝ １ ４６５ ９－１ ２００＋４３ ３＝ ３０９ ２（万元）。
１０． ＡＢＤ　 【解析】 选项 Ｃ， 应计入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１１． ＢＣ　 【解析】 影响甲公司 ２×２２ 年投资收益的金额 ＝ （１） －３＋（２） ［１５０－１２０＋１００×５％×１ ／ ２］ ＝ ２９ ５

（万元）， 影响“交易性金融资产”项目的金额＝（１）３５０－（２）１２０＝ ２３０（万元）， 影响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的金额＝ ３５０－（３１０－１０）＝ ５０（万元）， 影响当期损益的金额＝ ２９ ５＋５０＝ ７９ ５（万元）。
１２． ＡＢＣＤ　 【解析】 会计处理如下：

４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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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算会计中 在财务会计中

借： 资金结存———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１７０

贷： 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１７０

借：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１７０

贷： 财政拨款收入 １７０

５ 月 ２０ 日：

在预算会计中 在财务会计中

借： 事业支出 ６０

贷： 资金结存———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６０

借： 固定资产 ６０

贷： 零余额账户用款额度 ６０

三、 计算分析题

１． 【答案】
（１）事项（１），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 甲公司出售给 Ａ 银行的应收账款无法收回

时， Ａ 银行可以向甲公司追偿， 表明甲公司并未转移与该金融资产相关的风险和报酬， 因此不应该

终止确认。 更正分录如下：
借： 应收账款 ３ ９００
　 　 财务费用 １００
　 　 贷： 坏账准备 １ ０００

短期借款 ３ ０００
（２）事项（２），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 母公司授予子公司员工的股份支付， 母公司

应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 甲公司以乙公司的股票为结算工具， 站在甲公司的角度， 需先以现金购入

其他方的股权， 然后再进行股份支付， 所以应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进行处理； ２×２１ 年应确认

的职工薪酬＝（２０－２）×１０×１６×１ ／ ４×６ ／ １２＝ ３６０（万元）。 更正分录为：
借：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３１５
　 　 贷： 管理费用 ３１５
借： 长期股权投资 ３６０
　 　 贷： 应付职工薪酬 ３６０
（３）事项（３），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 考虑到丙公司付款时间和产品交付时间之间

的间隔以及现行市场利率水平， 该合同包含重大融资成分， 在确定交易价格时， 应当对合同承诺的

对价金额进行调整， 以反映该重大融资成分的影响； 同时， 在 ２×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时产品的控制权并

未转移， 所以此时不应确认收入。 更正分录为：
借： 主营业务收入 ４００
　 　 未确认融资费用 ４９ ４４
　 　 贷： 合同负债 ４４９ ４４
借： 财务费用 （４００×６％）２４
　 　 贷： 未确认融资费用 ２４
（４）事项（４），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 当合同中包含两项或多项履约义务时， 如果

企业履行了其中的一项履约义务、 向客户转让商品而获得了一项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 且该权利取

决于时间流逝之外的其他因素， 则企业应将其确认为合同资产而不应确认为应收款项。 此外还需要

考虑合同折扣， 企业应当在各单项履约义务之间按比例分摊合同折扣。 所以， ２×２１ 年应确认的收

入为 １ ０００ 万元［５ ０００×１ ２００ ／ （１ ２００＋４ ８００）］， ２×２２ 年将确认的收入为 ４ ０００ 万元［５ ０００×４ ８００ ／
（１ ２００＋４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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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主营业务收入（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
　 　 合同资产 １ ０００
　 　 贷： 应收账款 ６ ０００

２． 【答案】
（１）债务重组日为 ２×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 理由： 有关资产的所有权转移手续已于 ２×２２ 年 １ 月 １ 日

办妥， 双方的债权债务于当日结清。
（２）乙公司在债务重组日应确认的损益金额＝ １ ２００－（１ ５００－２００）＝ －１００（万元）。
乙公司受让的其他债权投资的入账价值＝ １１１（万元）。
乙公司受让的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１ ２００－１１１）×［５００ ／ （６００＋５００）］＋３＝ ４９８（万元）。
乙公司受让的在研项目的入账价值＝（１ ２００－１１１）×［６００ ／ （６００＋５００）］ ＝ ５９４（万元）。
乙公司的会计分录为：
借： 其他债权投资 １１１
　 　 固定资产 ４９８
　 　 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５９４
　 　 坏账准备 ２００
　 　 投资收益 １００
　 　 贷： 应收账款 １ ５００

银行存款 ３
（３）无形资产的入账成本＝ ５９４＋４００＋１６＝ １ ０１０（万元）。
该项专利技术在 ２×２２ 年的摊销金额＝ １ ０１０ ／ １０×３ ／ １２＝ ２５ ２５（万元）。
借： 制造费用 ２５ ２５
　 　 贷： 累计摊销 ２５ ２５
【Ａｎｓｗｅｒ】
（１）Ｔｈｅ ｄａｔｅ ｏｆ ｄｅｂｔ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ｓ １ ／ １ ／ ２×２２；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ｓｓｅ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 ２×２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ｎ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ｏｎ ｔｈａｔ ｄａｙ
（２）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ｔ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Ｂ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ｅ ｏｆ ｄｅｂｔ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１ ２００ －

（１ ５００－２００）＝ － １００（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Ｂｏｏｋ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ｂ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Ｂ＝ １１１（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Ｂｏｏｋ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ｆｉｘｅｄ ａｓ⁃

ｓｅ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Ｂ ＝（１ ２００－１１１）× ［５００ ／ （６００ ＋ ５００）］ ＋ ３ ＝ ４９８（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Ｂｏｏｋ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Ｂ＝（１ ２００－１１１）× ［６００ ／ （６００ ＋ ５００）］ ＝

５９４（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ｅ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Ｂ ａｒｅ：
Ｄｒ：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ｂ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１１１
　 　 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ｓ ４９８
　 　 Ｒ ＆ 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５９４
　 　 Ｂａｄ ｄｅｂ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０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ｃｏｍｅ １００
　 　 Ｃ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 １ ５００

Ｂａｎｋ ｄｅｐｏｓｉｔ ３
（３）Ｂｏｏｋ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ｓ＝ ５９４＋４００＋１６＝ １ ０１０（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Ａｍｏｒ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ｅｎ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２×２２＝ １ ０１０ ／ １０×３ ／ １２＝ ２５ ２５（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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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ｒｕｉｎｇ ｅｘｐｅｎｓｅｓ ２５ ２５
　 　 Ｃ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ａｍｏｒ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５ ２５

四、 综合题

１． 【答案】
（１）甲公司授予高管人员的是认股权证， 且以自身的股票（权益工具）为结算工具， 属于权益结

算的股份支付， 应按其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算确认当期管理费用和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甲公司 ２×２２ 年末应确认的费用＝ １０×２０×２×８ ／ １０＝ ３２０（万元）。
分录为：
借： 管理费用 ３２０
　 　 贷：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３２０
（２）甲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应当在初始确认时将其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进行分拆， 将

负债成分按照其公允价值确认为应付债券， 将权益成分按照其公允价值确认为其他权益工具。
２×２２ 年 ７ 月 １ 日，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 ２００×１００×（Ｐ ／ Ｆ， ６％， ５）＋２００×

１００×４％×（Ｐ ／ Ａ， ６％， ５）＝ ２００×１００×０ ７４７ ３＋２００×１００×４％×４ ２１２ ４＝ １８ ３１５ ９２（万元）。
权益成分的公允价值＝ ２００×１００－１８ ３１５ ９２＝ １ ６８４ ０８（万元）。
发行日的相关会计分录为：
借： 银行存款 ２０ ０００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１ ６８４ ０８
　 　 贷： 应付债券———面值 ２０ ０００

其他权益工具 １ ６８４ ０８
２×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实际利息费用＝（２０ ０００－１ ６８４ ０８）×６％ ／ ２＝ ５４９ ４８（万元）， 分录为：
借： 财务费用 ５４９ ４８
　 　 贷： 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４００

———利息调整 １４９ ４８
２×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可转换公司债券负债成分的账面价值 ＝ （２０ ０００－ １ ６８４ ０８） ＋ ５４９ ４８ ＝

１８ ８６５ ４０（万元）。
（３）甲公司取得乙公司股票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 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在资产负

债表日将公允价值变动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交易性金融资产初始入账金额＝ ３１３－１００×０ １－３＝ ３００（万元）。
２×２２ 年 ８ 月 １ 日， 相关会计分录为：
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３００
　 　 应收股利 １０
　 　 投资收益 ３
　 　 贷： 银行存款 ３１３
２×２２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借： 银行存款 １０
　 　 贷： 应收股利 １０
２×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１００
　 　 贷：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４×１００－３００）１００
（４）甲公司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需要考虑所发行的认股权证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这两项稀释性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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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股。
２×２２ 年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１＝ １ １００（万股）。
２×２２ 年的基本每股收益＝ ２ ２００ ／ １ １００＝ ２（元）。
增量股每股收益的计算：
认股权证： 调整增加的净利润金额为 ０， 调整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１０×２０－（１０×２０） ×４ ／

８］×８ ／ １２＝ ６６ ６７（万股）， 增量股每股收益＝ ０， 具有稀释性。
可转换公司债券： 调整增加的净利润金额 ＝ ５４９ ４８（万元）， 调整增加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

２００×１０×６ ／ １２＝ １ ０００（万股）； 增量股每股收益 ＝ ５４９ ４８ ／ １ ０００ ＝ ０ ５５（元）， 具有稀释性， 且其稀释

性小于认股权证。
考虑认股权证后的稀释每股收益＝ ２ ２００ ／ （１ １００＋６６ ６７）＝ １ ８９（元）。
考虑可转换公司债券后的稀释每股收益 ＝ （２ ２００＋５４９ ４８） ／ （１ １００＋６６ ６７＋１ ０００）＝ １ ２７（元）；

因此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需要考虑这两个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２×２２ 年稀释每股收益＝ １ ２７（元）。
２×２１ 年重新计算的基本每股收益＝ ２ ０００ ／ （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１）＝ １ ８２（元）。
２×２１ 年度不存在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因此 ２×２１ 年重新计算的稀释每股收益＝ ２×２１ 年重新计算

的基本每股收益＝ １ ８２（元）。
２． 【答案】

（１）２×１９ 年：
借：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１５ ０００
　 　 贷： 银行存款 １５ ０００
借：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１５ ６００－１５ ０００）６００
　 　 贷： 其他综合收益 ６００
（２）①初始投资成本＝ １８ ０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 １６８ ０００（万元）。
②借：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６８ ０００

贷：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１５ ０００
———公允价值变动 ６００

盈余公积 ［（１８ ０００－１５ ６００）×１０％］２４０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１８ ０００－１５ ６００）×９０％］２ １６０
银行存款 １５０ ０００

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在改按成本法核算时转入留存收益。
借： 其他综合收益 ６００
　 　 贷： 盈余公积 ６０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５４０
③合并成本＝ １８ ０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 １６８ ０００（万元）。
合并商誉＝ １６８ ０００－２９５ ０００×５６％ ＝ ２ ８００（万元）。
④购买日无需按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的其他综合收

益已在个别财务报表中转为购买日所属留存收益， 调整抵销分录如下：
借： 无形资产 ５ ０００
　 　 贷： 资本公积 ５ ０００
借： 股本 ９０ 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
　 　 盈余公积 １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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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分配利润 ９０ ０００
　 　 商誉 ２ ８００
　 　 贷：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６８ ０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９５ ０００×４４％）１２９ ８００
（３）在 ２×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购买日）， 由于甲公司合理预计乙公司能够完成承诺期利润且 ２×２０ 年

度超额完成当年承诺的净利润， 因此甲公司不应针对相关或有对价调整对乙公司的合并成本， 在

２×２０ 年不需要针对该或有对价做会计处理。
在 ２×２１ 年， 由于乙公司未实现预期利润， 且预计 ２×２２ 年也无法实现， 因此甲公司需要估计该

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并予以确认。 由于乙公司预期利润无法实现的情况是在购买日后新发生的， 不

属于取得购买日已存在状况的进一步证据， 因此不能调整对乙公司的合并成本， 而应确认一项金融

资产， 按公允价值计量， 且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相关分录为：
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３０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
　 　 贷：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１７ ０００
（４）①２×２０ 年 ３ 月 １ 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１８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 ７８ ０００（万元）。
②借： 长期股权投资 ７８ ０００

贷：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１５ ０００
———公允价值变动 ６００

盈余公积 ［（１８ ０００－１５ ６００）×１０％］２４０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２ １６０
银行存款 ６０ ０００

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在改按权益法核算时转入留存收益。
借： 其他综合收益 ６００
　 　 贷： 盈余公积 ６０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５４０
初始投资成本 ７８ ０００ 万元大于享有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７６ ７００ 万元（２９５ ０００×

２６％）， 无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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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试卷（二）参考答案及详细解析

答案速查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Ａ ２ Ｃ ３ Ｄ ４ Ａ ５ Ｃ

６ Ｃ ７ Ｂ ８ Ａ ９ Ｂ １０ Ｂ

１１ Ａ １２ Ａ １３ Ｄ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ＣＤ ２ ＡＢＤ ３ ＡＢＣ ４ ＡＣ ５ ＡＣＤ

６ ＡＢＣ ７ ＡＣＤ ８ ＡＢＣ ９ ＡＢＣＤ １０ ＡＤ

１１ ＢＣＤ １２ ＡＣＤ

详细解析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Ａ　 【解析】 由于 ２×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才得知抵押房产无法拍卖， 而甲公司 ２×２１ 年财务报表在此前

已报出， 所以该事项不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应将 ７ ２００ 万元确认为 ２×２２ 年的营业外支

出。 由于担保损失不允许税前扣除， 所以产生永久性差异， 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不确认递延所

得税。
２． Ｃ　 【解析】 应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１ ０００×１５×０ ９８－１ ０００×１０×０ ９＝ ５ ７００（万元）。
３． Ｄ　 【解析】 租赁负债＝剩余 ４ 期租赁付款额的现值＝ １００×（Ｐ ／ Ａ， ５％， ４）＝ ３５４ ６（万元）。

借： 使用权资产 ４５４ ６
贷： 租赁负债 ３５４ ６

银行存款 １００
借： 使用权资产 ２

贷： 银行存款 ２
借： 银行存款 ０ ５

贷： 使用权资产 ０ ５
综上， 甲公司使用权资产的初始成本＝ ４５４ ６＋２－０ ５＝ ４５６ １（万元）。

４． Ａ　 【解析】 选项 Ａ， 并非所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均应填列于“交
易性金融资产”项目。 比如， 自资产负债表日起超过一年到期且预期持有超过一年的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非流动金融资产的期末账面价值， 在“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项目

反映。
５． Ｃ　 【解析】 选项 Ｃ， 向社会公众发行公司债券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６． Ｃ　 【解析】 本题属于成本法转为金融资产核算的情况， 因持有乙公司部分股权， 甲公司累计确认

的损益金额＝ １ ０００×８０％（持有期间确认的股利收益）＋（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０％ ／ ８０％）（８０％股权的处置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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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９００－８ ０００×１０％ ／ ８０％）（剩余 １０％股权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１ ７００（万元）。
参考会计处理如下：
取得投资时：
借： 长期股权投资 ８ ０００

贷： 银行存款 ８ ０００
宣告分配股利时：
借： 应收股利 ８００

贷： 投资收益 ８００
处置股权时：
借： 银行存款 ８ ０００

贷： 长期股权投资 ７ ０００
投资收益 １ ０００

借：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９００
投资收益 １００
贷： 长期股权投资 １ ０００

７． Ｂ　 【解析】 事项（１）中的权益成分公允价值应记入“其他权益工具”科目， 不影响其他综合收益； 事

项（４）中的股票发行溢价应记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 不影响其他综合收益。 因此， 甲公

司因上述事项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 ５００＋２００＝ ７００（万元）。
８． Ａ　 【解析】 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 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权益工具确认金额

之间的差额， 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９． Ｂ　 【解析】 企业取得财政贴息的， 如果财政直接与贷款银行结算且以实际收到的金额作为借款的

入账价值， 应按照借款本金和该政策性优惠利率计算借款费用。 本题中 ２×２２ 年为借款费用资本化

期间， 因此应将利息费用金额计入在建工程， 金额＝ １ ０００×（６％－２％）＝ ４０（万元）。
１０． Ｂ　 【解析】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８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商誉减值准备

和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确认后， 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１１． Ａ　 【解析】 甲公司在处置日的相关账务处理为：

借： 银行存款 ４００
贷： 其他业务收入 ４００

借： 其他业务成本 ４２０
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８０
贷：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５００

借： 其他业务成本 ８０
贷：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８０

借： 其他综合收益 ３０
贷： 其他业务成本 ３０

处置该项投资性房地产对损益的影响金额＝ ４００－４２０－８０＋８０＋３０＝ １０（万元）。
１２． Ａ　 【解析】 计算原材料减值前先判断产品是否减值， 用乙材料生产的丙产品的成本＝ ４×５００＋０ ６×

５００＝ ２ ３００（万元）， 上述丙产品的可变现净值＝ ４ ６×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２００（万元）， 成本大于可变现

净值， 说明该产品减值了。 乙材料的成本 ＝ ４× ５００ ＝ ２ ０００（万元）， 乙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 ４ ６×
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１ ９００（万元）， 因此甲公司在 ２×２２ 年末对乙材料应当计提的存货跌价准

备＝ ２ ０００－１ ９００＝ １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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