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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谦老师：2024 年中级母仪天下第 1季——非现金资产专题

收入＋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非现金资产

＋借款费用资本化＋资产减值＋会计政策变更＋所得税

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丁公司和戊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采用资产负债表债

务法核算所得税，每年的年报于次年的 4 月 12 日批准报出。2024 年至 2032 年发生如下经济业务：

资料一：2024 年 12 月 1 日，甲公司赊销商品给乙公司，成本 600 万元，售价 1000 万元，增值税税率为 13%，商品

于当日发出，商品控制权已转移至乙公司，但款项尚未收到。根据协议约定，乙公司在 2025 年 5 月 31 日之前有权

退货。甲公司合理预计退货率为 20%。2025 年 5 月 31 日乙公司退货 40%，已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甲公司的应

收款项一直未能收到，计提坏账准备 28 万元。

【要求一】

（1）编制 2024 年 12 月份甲公司的相关会计分录。

【解析】

12 月 1日发货时：

借：应收账款 1130

贷：主营业务收入 800（1000×80%）

预计负债 200（1000×2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0

同时， 结转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480（600×80%）

应收退货成本 120（600×20%）

贷：库存商品 600

（2）计算此业务引发的递延所得税费用。

【解析】

①“预计负债”产生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200 万元，“应收退货成本”产生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120 万元；

②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5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30

所得税费用 20

③此业务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费用为－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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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预计负债：账面价值为 200 万元，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期间可税前扣除的金额，未来实际发生退回

时，税法允许税前扣除，所以未来期间可税前扣除的金额是 200 万元，所以计税基础＝200－200＝0，负债账面价

值大于计税基础，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200×25%＝50（万元）。

应收退货成本：账面价值为 120 万元，税法认可的是发票金额，不认可预计退货，所以计税基础＝0，资产账面价

值大于计税基础，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120×25%＝30（万元）。

所得税费用借记表示费用，贷记表示收益。所以上述贷记所得税费用 20 万元，表示递延所得税收益 20 万元，也就

是递延所得税费用－20 万元。

【要求二】编制 2025 年 5 月份退货时甲公司的相关会计分录。

【解析】

①借：库存商品 24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52

预计负债 200

主营业务收入 200

贷：应收退货成本 120

主营业务成本 120

应收账款 452

②截止 2025 年 5 月末此应收账款的账面余额为 678 万元，已提坏账准备 28 万元。

【分析】①上述分录中的金额来源：

库存商品：实际退货 40%，所以库存商品＝600×40%＝240（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000×40%×13%＝52（万元）。

预计负债：实际退货率大于预计，所以之前确认的预计负债余额全部结转掉，也就是 200 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实际退货率大于预计退货率，多退的部分，之前没有确认预计负债，所以要冲减收入，金额＝1000

×（40%－20%）＝200（万元）。

应收退货成本：实际退货率大于预计，所以之前确认的应收退货成本余额全部结转掉，也就是 120 万元。

主营业务成本 ：实际退货率大于预计退货率，多退的部分，之前没有确认应收退货成本，所以要冲减成本，金额

＝600×（40%－20%）＝120（万元）。

应收账款：因为之前销售商品的款项一直没有收到，还在应收账款科目，所以此时退货冲减应收账款即可，金额＝

实际退货部分的价款和增值税合计＝1000×40%×（1＋13%）＝452（万元）。

②截止 2025 年 5 月末，应收账款的账面余额＝1000×（1－40%）×（1＋13%）＝678（万元），已提坏账准备 28

万元是资料一题目条件最后告诉的。

资料二：乙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款项一直未结，2025 年 6 月 1 日与甲公司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当日甲公司此债权

的公允价值为 620 万元，相关重组条款如下：

方式 相关数据 交易时间

厂房 M
原价 300 万元，累计折旧 100 万元，已提减值准备 20 万元，合同生效日公允价值为

200 万元，增值税税率为 9%。

2025 年 7 月 1

日完成交接

T 商品
账面余额 60 万元，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合同生效日公允价值 100 万元，增值税税率

为 13%。

其他债权

投资

账面余额 300 万元（已确认“其他综合收益”贷方增加 3 万元），合同生效日公允价

值 400 万元，交割日公允价值为 420 万元。甲公司取得后作为债权投资核算，另行支

付交易费用 3 万元。

【要求】根据上述业务完成双方的账务处理。

【解析】双方账务处理如下：

时间 乙公司 甲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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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7

月 1 日

借：固定资产清理 180

累计折旧 100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

贷：固定资产 300

借：应付账款 678

其他综合收益 3

贷：固定资产清理 180

库存商品 6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31（200×9%＋100×13%）

其他债权投资 300

其他收益 110

借：债权投资（420＋3）423

固定资产 126[（620－400－100×13%－200×9%）×200/

（200＋100）]

库存商品 63[（620－400－100×13%－200×9%）×100/

（200＋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1

坏账准备 28

投资收益 10

贷：应收账款 678

银行存款 3

【分析】（1）乙公司：

债务人以其他债权投资抵债，持有期间的其他综合收益转入投资收益；如果是以其他债权投资和其他非金融资产一

起抵债，比如与固定资产一起抵债，则差额打包一起计入其他收益，持有期间的其他综合收益也转入其他收益。（这

里准则没有明确，具有一定的争议，考试一般不会涉及，考生可以先按这个观点掌握）

（2）甲公司：

①先确认受让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

债权投资是金融资产，应按照在交割日其自身公允价值为基础确定入账价值，本题中交割日的公允价值是 420 万元，

甲公司另支付交易费用 3万元，所以债权投资的入账价值＝420＋3＝423（万元）。

②再确认受让非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

非金融资产的入账价值＝（放弃债权在合同生效日的公允价值－金融资产在合同生效日的公允价值－受让资产对应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该非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各项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之和＋相关税费。

固定资产入账价值＝（放弃债权在合同生效日的公允价值 620－金融资产在合同生效日的公允价值 400－受让商品

可抵扣进项税额 100×13%－受让固定资产可抵扣进项税额 200×9%）×固定资产公允价值占比 200/（200＋100）＝

126（万元）

库存商品入账价值＝（放弃债权在合同生效日的公允价值 620－金融资产在合同生效日的公允价值 400－受让商品

可抵扣进项税额 100×13%－受让固定资产可抵扣进项税额 200×9%）×库存商品公允价值占比 100/（200＋100）＝

63（万元）

【拓展】如果重组协议如下：

方式 相关数据 交易时间

债转股

定增普通股股票 1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公允价值

50 元，另行支付发行费用 2万元。甲公司取得后作为交

易性金融资产核算，支付交易费用 1.5 万元。

2025 年 6 月 1 日完

成增资手续

延期偿还 延期半年偿还 60 万元，此延期债权债务的公允价值为 60 万元。

【要求】根据上述业务完成双方的账务处理。

【解析】

时间 乙公司 甲公司

2025 年 6

月 1 日

借：应付账款 678

贷：股本 （10×1）1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0×50－10×1）490

应付账款 60

投资收益 118

②借：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500

应收账款 60

坏账准备 28

投资收益 91.5

贷：应收账款 678

银行存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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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银行存款 2

【分析】（1）乙公司：

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的，债务人应按公允价值确认权益工具，其中股本按面值确认，即＝10 万股×1元/股＝10（万

元）；公允价值减去面值后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即＝10×50－10×1＝490（万元）。

债务人将债务转为权益工具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修改其他条款方式下差额也是计入投资收益，所以这两种方式一

起抵债的情况下，差额还是计入投资收益。

（2）甲公司：

交易性金融资产初始计量涉及的交易费用，计入投资收益的借方。交易性金融资产就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确定入

账价值，即＝10×50＝500（万元）。

资料三：甲公司取得 T 商品后，一直未卖出，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026 年 1 月 1 日与丙公司签订如下协议：

（1）甲公司用此商品与丙公司持有的丁公司股权投资以及专利权交换，交换后双方均保持资产原使用状态。

（2）T商品的当日市场价格为 100 万元，增值税税率为 13%。

（3）丙公司所持有的丁公司股权投资作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核算，交割日的公允价值为 50 万元，账面余额为 20

万元，持有期间累计确认其他综合收益增值 10 万元。

（4）丙公司专利权的账面原价为 200 万元，累计摊销 50 万元，已提减值准备 10 万元，当日公允价值为 70 万元，

免征增值税。

（5）双方协商由甲公司支付补价 10 万元。

（6）双方交易于 2026 年 2 月 28 日完成，丙公司按实现净利润的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假定不考虑相关交易费用

及其他因素。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完成双方账务处理。

【解析】

甲公司 丙公司

补价所占比例＝10/（100＋10）×100%＝9.09%＜25%，

应界定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补价所占比例＝10/（50＋70）×100%＝8.33%＜25%，应界

定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①甲公司换入丁公司股权投资的入账成本为 50 万元；

②甲公司换入专利权的入账成本为 70 万元。

丙公司换入库存商品的入账成本＝50＋70－10－100×13%

＝97（万元）

甲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50

无形资产 70

贷：主营业务收入 97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3

银行存款 10

借：主营业务成本 63

贷：库存商品 63

丙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借：库存商品 97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

银行存款 10

累计摊销 50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10

资产处置损益 70

贷：无形资产 2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

盈余公积 3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27

借：其他综合收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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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盈余公积 1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9

【分析】（1）甲公司：

以存货换入其他资产的，应按照收入准则中非现金对价的规定确定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所以换入股权投资的入账

价值＝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50（万元），换入专利权的入账价值＝专利权的公允价值＝70（万元）；换出库存商

品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金额，是倒挤计算的。

（2）丙公司：

资产处置损益：是换出专利权的处置损益，即＝专利权的公允价值 70－账面价值（200－50－10）＝－70（万元），

也就是借记资产处置损益 70。

留存收益：换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处置差额，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 50－账面价值 20＝30（万元），

因为题目条件说按 10%计提盈余公积，所以盈余公积＝30×10%＝3（万元），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30×90%

＝27（万元）；然后将持有期间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也分别转入盈余公积和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资料四：甲公司取得厂房 M 后马上进行了改扩建，于 2025 年 7 月 15 日正式开工，甲公司 2026 年 1 月 1 日专门借

入银行存款 1000 万元，年利率 6%，期限 3 年，每年末结息，到期还本。2026 年 1 月 1 日支出 600 万元，2026 年 6

月 1 日支出 500 万元，2026 年 7 月 1 日因工程事故停工四个月，于 2026 年 11 月 1 日重新开工，并于当天支付工程

进度款 500 万元。2027 年 2 月 1 日支出 600 万元，2027 年年末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专门借款闲置资金的月

收益率为 0.1%。专门借款不足部分挪自一般借款，该借款是 2025 年初借入的 2000 万元、6 年期、年利率为 12%的

分期结息到期还本的银行借款。

【要求】计算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并最终认定厂房的新原价。

【解析】

（1）资本化开始时点为 2026 年 1 月 1 日，由于停工 4 个月，因此当年资本化时间为 8 个月。2027 年年末完工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当年资本化时间为 12 个月。

（2）专门借款资本化利息计算过程：

①2026 年专门借款资本化利息金额＝1000×6%×8/12－400×0.1%×5＝38（万元）；

②2027 年专门借款资本化利息金额＝1000×6%×12/12＝60（万元）；

【分析】①2026 年 1 月 1日支出 600 万元后，闲置专门借款为 1000－600＝400（万元），闲置的资本化期间为 1

月—5月末，即闲置了 5个月，所以闲置专门借款资本化期间产生利息收益＝400×0.1%×5。6 月 1 日支出 500 万

元后，没有闲置专门借款了。2026 年资本化期间是 1－6月和 11－12 月，共 8 个月。所以 2026 年专门借款资本化

利息金额＝1000×6%×8/12－400×0.1%×5＝38（万元）。

②2027 年全年都是资本化期间，没有闲置专门借款，也没有暂停资本化期间，所以 2027 年专门借款资本化利息金

额＝1000×6%×12/12＝60（万元）。

（3）一般借款资本化利息计算过程：

①2026 年一般借款资本化利息金额＝（100×3/12＋500×2/12）×12%＝13（万元）；

②2027 年一般借款资本化利息金额＝（600×12/12＋600×11/12）×12%＝138（万元）；

【分析】①本题只有一笔一般借款，所以一般借款的资本化利率是 12%。

2026 年 6 月 1 日支出的 500 万元当中，有 400 万元是专门借款，另外 100 万元是一般借款，到 7 月 1 日占用 1 个月，

然后 1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占用了 2 个月，合计占用时间是 3 个月，所以加权平均数＝100×3/12；2026 年 11 月

1 日支出的 500 万元，全部是一般借款，到本年年底占用时间是 2个月，所以加权平均数＝500×2/12；所以合计

2026 年一般借款资本化利息金额＝（100×3/12＋500×2/12）×12%＝13（万元）。

②2026 年占用一般借款 100＋500＝600（万元），这个在 2027 年还继续产生利息费用，即这部分属于 2027 年 1 月

1日就占用着的一般借款，到年底占用的时间是 12 个月，所以加权平均数＝600×12/12；2027 年 2 月 1 日支出的

600 万元，全部是一般借款，到年底占用时间是 11 个月，所以加权平均数＝600×11/12；所以合计 2027 年一般借

款资本化利息金额＝（600×12/12＋600×11/12）×12%＝1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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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的资本化利息金额＝38＋60＋13＋138＝249（万元）；

（5）固定资产新原价＝126＋249＋600＋500＋500＋600＝2575（万元）。

资料五：2027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厂房 M 改扩建完成后，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折旧期为 10 年，预计净残值

为 575 万元。2028 年年末此厂房 M的可收回金额为 1000 万元，重新预计的尚可折旧期为 4 年，改为年数总和法计

提折旧，无残值。税法认可此房产原价，税法采用 10 年期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预计净残值为 575 万元。

【要求】

（1）计算甲公司 2028 年末的减值提取额及 2029 年应计提的折旧额。

2028 年
会计折旧＝（2575－575）÷10＝200

（万元）

账面价值＝2575－200＝2375（万元），相

比可收回金额 1000 万元，应提减值准备＝

2375－1000＝1375（万元）。

2029 年 会计折旧＝1000×4/10＝400（万元）

【分析】2029 年折旧额＝1000×4/（4＋3＋2＋1）＝1000×4/10＝400（万元）。

（2）计算 2028 年末和 2029 年末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2028 年和 2029 年递延所得税收益额。

【解析】

项目
账面价

值

计税

基础

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

资产余额
分录

当年递延所得

税收益

2028

年末
1000 2375 1375 343.75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343.75

贷：所得税费用 343.75
343.75

2029

年末
600 2175 1575 393.75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50

贷：所得税费用 50
50

【分析】2028 年末账面价值＝1000（万元），计税基础＝2575－（2575－575）÷10＝2375（万元），资产账面价

值小于计税基础，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金额＝2375－1000＝1375（万元），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1375×25%

＝343.75（万元），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是贷记所得税费用，表示递延所得税收益 343.75 万元。

2029 年末账面价值＝1000－2029 年计提的折旧 400＝600（万元），计税基础＝2575－（2575－575）÷10×2＝2175

（万元），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余额＝2175－600＝1575（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1575×25%＝393.75（万

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发生额＝393.75－343.75＝50（万元），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贷记所得税费用 50 万元，

表示递延所得税收益 50 万元。

资料六：甲公司 2029 年 12 月 31 日将厂房 M 出租给戊公司，租期 3 年，年租金为 100 万元，增值税税率为 9%，采

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折旧方法与出租前保持一致。2031 年年初将成本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2031 年年

初的公允价值为 3000 万元，2031 年年末公允价值为 3500 万元。2032 年 3 月 1 日甲公司将厂房 M 出售给了承租方，

售价为 4000 万元，增值税税率为 9%。甲公司按 10%计提法定盈余公积。

【要求】

（1）编制 2029 年 12 月 31 日出租厂房时的会计分录。

（2）编制 2031 年初投资性房地产由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时的会计分录（不考虑所得税因素）。

（3）编制投资性房地产处置时的会计分录并计算处置对营业利润的影响。

【解析】

（1）2029 年 12 月 31 日出租厂房时：

借：投资性房地产 2575

累计折旧 600（200＋400）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375

贷：固定资产 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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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600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1375

【分析】固定资产转为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是各科目一一对应结转的，即原值对原值，折旧对折旧，减

值对减值。也就是说转换后，原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转为了现在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

（2）2031 年年初成本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

①2030 年年末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1000－1000×4/10－1000×3/10＝300（万元）

②转换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3000（万元）

③分录如下：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3000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900（600＋1000×3/10）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1375

贷：投资性房地产 2575

盈余公积[（3000－300）×10%]27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3000－300）×90%]2430

【分析】2028 年末计提减值后，厂房 M的账面价值为 1000 万元，尚可折旧期为 4 年，改为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

无残值，则 2029 年计提的折旧＝1000×4/（4＋3＋2＋1）＝400（万元），2030 年计提的折旧＝1000×3/（4＋3

＋2＋1）＝300（万元），所以 2030 年年末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1000－400－300＝300（万元）。

也就是 2031 年年初投资性房地产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时，账面价值为 300 万元，公允价值为 3000 万元，因为成本

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属于会计政策变更，要追溯调整，所以当日账面价值和公允价值的差额 2700 万元，其中

10%计入盈余公积，剩下 90%计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3）处置投资性房地产时：

①借：银行存款 4360

贷：其他业务收入 4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4000×9%）360

②借：其他业务成本 3500

贷：投资性房地产 3500

③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0

贷：其他业务成本 500

甲公司处置投资性房地产对营业利润的影响额＝4000－3500＝500（万元）。

【分析】①2031 年初的公允价值为 3000 万元，2031 年末公允价值为 3500 万元，说明 2031 年末确认了公允价值变

动 500 万元，调整完后 2031 年末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为 3500 万元。2031 年末的分录为：

借：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 5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0

②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处置时，要将持有期间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结转入其他业务成本：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0

贷：其他业务成本 500（因借贷方都是损益类科目，对利润影响一增一减，合计不影响利润总额）

如果持有期间产生了其他综合收益，也要结转到其他业务成本：

借：其他综合收益

贷：其他业务成本

③处置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影响营业利润的金额＝公允价值－账面价值＋其他综合收益结转＝4000－

3500＋0＝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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