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块一　 资产类业务

第一讲　 货币资金业务

一、 库存现金

１ 现金盘盈

（１）批准前。

借： 库存现金【盘盈的现金金额】

贷： 待处理财产损溢

（２）批准后。

借： 待处理财产损溢

贷： 其他应付款【应支付给有关人员或单位的金额】

营业外收入【无法查明原因的溢余金额】

２ 现金盘亏

（１）批准前。

借： 待处理财产损溢

贷： 库存现金【盘亏的现金金额】

（２）批准后。

借： 其他应收款【责任人赔偿或保险公司赔偿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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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无法查明原因的短缺金额】

贷： 待处理财产损溢

【例题 １·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企业对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短

款， 按管理规定报经批准后应借记的会计科目是（　 ）。

Ａ． 管理费用

Ｂ． 营业外收入

Ｃ． 财务费用

Ｄ． 营业外支出

【答 案】 Ａ

【解 析】 发现有待查明原因的现金短缺， 应先通过“待处理财

产损溢”科目核算， 按管理权限经批准后， 分两种情况处理： 属于

应由责任人赔偿或保险公司赔偿的部分， 计入其他应收款； 属于无

法查明原因的， 计入管理费用。

【例题 ２·单选题】 企业现金清查中发现的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

溢余， 经批准后应记入的会计科目是（　 ）。

Ａ． 其他应付款

Ｂ． 管理费用

Ｃ． 财务费用

Ｄ． 营业外收入

【答 案】 Ｄ

【解 析】 企业现金清查中发现的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溢余， 经

批准后应记入“营业外收入”科目。

【例题 ３·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关于企业现金溢余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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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正确的有（　 ）。

Ａ． 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溢余计入营业外收入

Ｂ． 应支付给有关单位的现金溢余计入其他应付款

Ｃ． 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溢余冲减管理费用

Ｄ． 应支付给有关单位的现金溢余计入应付账款

【答 案】 ＡＢ

【解 析】 企业发现有待查明原因的现金溢余， 应先通过“待处

理财产损溢”科目核算， 按管理权限经批准后， 分两种情况处理：

属于应支付给有关单位的部分， 计入其他应付款； 属于无法查明原

因的， 计入营业外收入。

【例题 ４·单选题】 某企业现金盘点时发现库存现金短款 ３５１

元， 经核准需由出纳员赔偿 ２００ 元， 其余短款无法查明原因， 关于

现金短款相关会计科目处理正确的是（　 ）。

Ａ． 借记“财务费用”科目 １５１ 元

Ｂ． 借记“其他应付款”科目 ２００ 元

Ｃ． 借记“管理费用”科目 １５１ 元

Ｄ． 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 １５１ 元

【答 案】 Ｃ

【解 析】 会计分录为：

批准前：

借： 待处理财产损溢 ３５１

贷： 库存现金 ３５１

批准后：

借： 管理费用 １５１

其他应收款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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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待处理财产损溢 ３５１

二、 其他货币资金

１ 办理其他货币资金

借： 其他货币资金【交存银行的金额、 向证券公司实际划出的

金额等】

贷： 银行存款

【说明】 其他货币资金核算的内容有银行汇票存款、 银行本票

存款、 信用卡存款、 信用证保证金存款、 外埠存款和存出投资款。

２ 支付款项

借： 原材料 ／ 管理费用等【用于购买原材料、 办公用品等情况】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 其他货币资金

３ 收到退回款项

借： 银行存款【实际退回的金额】

贷： 其他货币资金

【例题 １·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企业应通过“其他货币资金”科

目核算的有（　 ）。

Ａ． 用银行本票购买办公用品

Ｂ． 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购买原材料款

Ｃ． 企业将款项汇往外地开立采购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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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用银行支票购买机器设备

【答 案】 ＡＣ

【解 析】 选项 Ｂ， 通过“应付票据” 科目核算； 选项 Ｄ， 通过

“银行存款”科目核算。

【例题 ２·单选题】 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购买原材料取

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 １０ ０００ 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１ ３００ 元（已经税务机关认证）， 款项以银行本票结算。 不考虑其他因

素， 下列各项中， 关于该企业购买原材料会计处理正确的是（　 ）。

Ａ． 借： 原材料 １０ 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１ ３００

贷： 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本票 １１ ３００

Ｂ． 借： 原材料 １１ ３００

贷： 其他货币资金———银行本票 １１ ３００

Ｃ． 借： 原材料 １０ 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１ ３００

贷： 银行存款 １１ ３００

Ｄ． 借： 原材料 １０ 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１ ３００

贷： 应付票据 １１ ３００

【答 案】 Ａ

【解 析】 企业持银行本票购货， 应通过“其他货币资金”科目

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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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短期投资业务

一、 交易性金融资产业务

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取得

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取得时的公允价值】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购买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

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贷： 其他货币资金等

借： 投资收益【发生的交易费用】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贷： 其他货币资金等

或合并为：

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取得时的公允价值】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购买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

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投资收益【发生的交易费用】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贷： 其他货币资金等

【说明】 （１）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所支付的相关交易费用， 计入

投资收益借方， 不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入账价值； 发生交易费用取

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 进项税额经认证后可从当月销项税额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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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所支付价款中包含了已宣告但尚未发

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的， 应单独确认

为应收项目， 不应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入账价值。

２ 投资后收到购买时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

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借： 其他货币资金等

贷：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

３ 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取得的现金股利或债券利息

借： 应收股利【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投资持股比

例】

应收利息【资产负债表日计算的应收利息】

贷： 投资收益

４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期末计量

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贷：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公允价值上升】

【说明】 如果公允价值下降， 则编制相反的会计分录。

５ 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

借： 其他货币资金等【实际收到的金额】

贷：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取得时的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变动【或借记】

投资收益【差额， 或借记】

【技巧点拨】 （１）出售时点应确认的投资收益＝（出售价款－出售

时交易费用）－出售时账面价值

（２）整个持有期间确认的投资收益＝［（出售价款－出售时交易费

用）－出售时账面价值］－购买时交易费用＋持有期间确认的现金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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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债券利息

（３）若在月末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 则（１）（２）在计算时需考虑

转让金融资产应交增值税对投资收益的影响。

６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转让金融资产当月月末， 产生转让收益时：

借： 投资收益

贷： 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产生转让损失时， 编制相反的会计分录。

【说明】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的增值税 ＝ ［（卖出价－买入价） ／ （１＋

６％）］×６％。

计算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税额时， 买入价不需要扣除取得

金融资产时已经宣告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未领取的利息。

年末， 如果“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科目有借

方余额， 说明本年度的金融商品转让损失无法弥补， 且损失不可转

入下年继续抵减转让金融资产的收益， 应将借方余额转出。

【例题 １·单选题】 甲公司购入乙上市公司股票确认为交易性金

融资产， 共支付价款 １０６ 万元， 其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

股利 ３ 万元； 另支付交易费用 ０ １ 万元，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 ０ ００６ 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应借记

“投资收益”科目的金额为（　 ）万元。

Ａ． ３ Ｂ． ０ １ Ｃ． ０ １０６ Ｄ． ２ ９

【答 案】 Ｂ

【解 析】 会计分录为（金额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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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１０６－３）１０３

应收股利 ３

投资收益 ０ １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０ ００６

贷： 其他货币资金 １０６ １０６

【例题 ２·单选题】 甲公司将其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全部出售，

售价为 ２６ ４００ ０００ 元； 出售前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２５ ７００ ０００ 元；

甲公司购入该交易性金融资产， 支付价款 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元（其中包含已

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５００ ０００ 元）。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

素，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６％， 该项业务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为（　 ）元。

Ａ． ３９ ６２２ ６４ Ｂ． ７００ ０００

Ｃ． ２２ ６４１ ５１ Ｄ． ４００ ０００

【答 案】 Ｃ

【解 析】 金融商品转让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不需要扣除已

宣告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和已到付息期未领取的利息）后的余额作为

销售额计算增值税， 即转让金融商品按盈亏相抵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２６ ４００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 ０００） ／ （１＋６％）×６％ ＝

２２ ６４１ ５１（元）。

【例题 ３·不定项选择题】 甲 公 司 为 增 值 税 一 般 纳 税 人，

２０２２ 年发生的有关交易性金融资产业务如下：

（１）１ 月 ３ 日， 向证券公司存出投资款 ２ ０００ 万元。 同日， 委托

证券公司购入乙上市公司股票 ５０ 万股， 支付价款 ５０５ 万元（其中包

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５ 万元）； 另支付相关交易费用

１ ２５ 万元， 支付增值税 ０ ０７５ 万元。 甲公司将该股票投资确认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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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性金融资产。

（２）３ 月 ２０ 日， 收到乙上市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并存入证券公

司的投资款专户。 ３ 月 ３１ 日， 持有的乙上市公司股票公允价值为

４８０ 万元。

（３）４ 月 ３０ 日， 出售全部乙上市公司股票 ５０ 万股， 售价为

６０５ 万元， 转让该金融商品应交的增值税为 ５ ６６ 万元， 款项已

收到。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假定该企业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

经税务机关认证，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分析回答下列小题（答案中的

金额单位用万元表示）。

（１） 根据资料 （ １）， 甲公司购买股票应记入 “交易性金融资

产———成本”科目的金额是（　 ）万元。

Ａ． ５０１ ３２５ Ｂ． ４９５

Ｃ． ５００ Ｄ． ５０１ ２５

（２）根据资料（１）和（２）， 下列各项中， ３ 月 ２０ 日甲公司收到乙

上市公司发放现金股利的会计处理正确的是（　 ）。

Ａ． 借： 银行存款 ５

贷： 应收股利 ５

Ｂ． 借： 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５

贷： 投资收益 ５

Ｃ． 借： 银行存款 ５

贷： 投资收益 ５

Ｄ． 借： 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５

贷： 应收股利 ５

（３）根据资料（１）和（２）， 下列各项中， 甲公司 ３ 月 ３１ 日的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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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结果正确的是（　 ）。

Ａ． 借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 ２０ 万元

Ｂ． 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１５ 万元

Ｃ． 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２０ 万元

Ｄ． 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科目 １５ 万元

（４）根据资料（１）至（３）， 下列各项中， 关于甲公司 ４ 月处置乙

上市公司股票时的会计处理结果正确的是（　 ）。

Ａ． 增值税销项税额减少 ５ ６６ 万元

Ｂ． 投资净收益为增加 ９４ ３４ 万元

Ｃ． 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增加 ６０５ 万元

Ｄ．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减少 ５００ 万元

（５）根据资料（１）至（３）， 该股票投资对甲公司 ２０２２ 年度营业利

润的影响额是（　 ）万元。

Ａ． ９９ ３１ Ｂ． ９８ ０９

Ｃ． １００ Ｄ． ９７ ３４

【答 案】 （１）Ｃ； （２）Ｄ； （３）ＡＣ； （４）ＣＤ； （５）Ｂ。

【解 析】 （１）资料（１）会计分录：

１ 月 ３ 日， 购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５００

应收股利 ５

贷： 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５０５

借： 投资收益 １ ２５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０ ０７５

贷： 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１ ３２５

所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入账成本为 ５０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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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资料（２）会计分录：

３ 月 ２０ 日， 收到现金股利：

借： 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５

贷： 应收股利 ５

３ 月 ３１ 日， 确认公允价值变动：

借：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２０

贷：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２０

（３）参考资料（１）和（２）会计分录。

（４） 选项 Ａ， 资料 （ １） 至 （ ３） 不涉及增值税销项税额， 资料

（１）涉及进项税额， 资料（３） 涉及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选

项 Ｂ， 投资净收益 ＝ １２５［资料（３） “投资收益” 贷方］ － ５ ６６［资料

（３）“投资收益”借方］ ＝ １１９ ３４（万元）； 选项 Ｃ， 处置时其他货币资

金（存出投资款）＝ ６０５（万元）［资料（３）会计分录借方］； 选项 Ｄ， 处

置时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５００（万元）［资料（３）会计分录贷方］

资料（３）会计分录：

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

借： 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６０５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２０

贷：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５００

投资收益 １２５

借： 投资收益 ５ ６６

贷： 应交税费———转让金融商品应交增值税 ５ ６６

（５）本题影响营业利润的科目为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即－１ ２５［资料（１）“投资收益”借方］－２０［资料（２）“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借方］＋１２５［资料（３）“投资收益”贷方］ －５ ６６［资料（３） “投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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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借方］ ＝ ９８ ０９（万元）。

二、 短期投资的核算

【提示】 短期投资， 是指小企业购入的能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

间不准备超过 １ 年（含 １ 年， 下同）的投资， 如小企业以赚取差价为

目的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 债券、 基金等。

１ 取得短期投资

借： 短期投资【购买价款＋相关税费】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实际支付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

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贷： 银行存款

２ 持有期间， 被投资单位宣告分配现金股利或计提债券利息

借：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

贷： 投资收益

实际收到时：

借： 银行存款

贷：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

３ 出售短期投资

借： 银行存款

贷： 短期投资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

投资收益【或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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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１·判断题】 小企业购入各种股票、 债券、 基金等作为短

期投资的， 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购买价款和相关税费， 借记“短期

投资”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　 ）

【答 案】 √

【例题 ２·判断题】 小企业购入股票作为短期投资的， 如果实际

支付的购买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应当按照实

际支付的购买价款和相关税费， 计入短期投资。 （　 ）

【答 案】 ×

【解 析】 小企业购入股票作为短期投资的， 如果实际支付的购

买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

购买价款和相关税费扣除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后的金额，

计入短期投资。

第三讲　 应收及预付款项业务

一、 应收票据

１ 收到应收票据

借： 应收票据【票面金额】

贷： 主营业务收入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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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收回到期票款

借： 银行存款【实际收到的金额】

贷： 应收票据

３ 应收票据的转让

借： 原材料等【取得存货的成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进项税额】

贷： 应收票据

银行存款【倒挤差额， 或借记】

４ 应收票据贴现

借： 银行存款【票据到期值扣除贴现息后的净额】

财务费用【贴现息， 或倒挤差额】

贷： 应收票据

５ 结转已到期未兑现应收票据或已到期无法收回款项的应收票据

借： 应收账款

贷： 应收票据

银行本票、 银行汇票与商业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的区别

项目 核算科目 说明

银行本票、

银行汇票

其他货币资金、

银行存款

企业申请银行本票存款、 银行汇票存

款， 购买货物等时， 通过“其他货币

资金”科目核算； 企业因销售商品等

收到银行本票、 银行汇票时， 通过

“银行存款”科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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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核算科目 说明

商业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企业购买货物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 通过“应付票据” 科

目核算； 企业因销售商品等收到商业

承兑汇票、 银行承兑汇票， 通过“应

收票据”科目核算

【例题·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通过“应收票据” 科目核算的

是（　 ）。

Ａ． 提供服务收到的银行汇票

Ｂ． 销售商品收到的转账支票

Ｃ． 销售商品收到的银行本票

Ｄ． 销售商品收到的商业承兑汇票

【答 案】 Ｄ

【解 析】 选项 ＡＢＣ， 通过“银行存款”科目核算。

二、 应收账款及预付账款

１ 应收账款

企业发生应收账款：

借： 应收账款【应收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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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主营业务收入等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企业应收账款改用应收票据结算：

借： 应收票据

贷： 应收账款

【说明】 应收账款主要包括企业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等应向有

关债务人收取的价款、 增值税及代购货单位垫付的包装费、 运杂

费等。

２ 预付账款

（１）企业因购货而预付的款项。

借： 预付账款【根据合同约定向供应单位预付的款项】

贷： 银行存款

（２）收到所购物资时。

借： 材料采购等【确定的存货成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进项税额】

贷： 预付账款

（３）补付的款项。

借： 预付账款【尚未支付的部分】

贷： 银行存款

（４）退回多付的款项。

借： 银行存款

贷： 预付账款【多支付的部分】

【说明】 预付款项情况不多的企业， 可以不设置“预付账款”科

目， 而将预付的款项通过“应付账款”科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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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应通过“应收账款”科目核算的

是（　 ）。

Ａ． 销售商品代购货单位垫付的运杂费

Ｂ． 短期租入包装物支付的押金

Ｃ． 应收保险公司的赔款

Ｄ． 代职工垫付应由其个人负担的医疗费

【答 案】 Ａ

【解 析】 选项 ＢＣＤ， 应通过“其他应收款”科目核算。

三、 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１ 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

（１）企业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 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

股利或利息。

借：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按应享有的份额】

贷： 投资收益

（２）实际收到现金股利或者利息。

借： 银行存款 ／ 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贷：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

２ 其他应收款

借： 其他应收款

贷： 银行存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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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其他应收款核算的内容包括： ①应收的各种赔款、 罚

款； ②应收出租包装物的租金； ③应向职工收取的各种垫付款项；

④存出保证金， 如租入包装物支付的押金； ⑤其他各种应收、 暂付

款项。

【例题 １·单选题】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某企业“其他应收款”科

目借方余额为 ５ 万元。 １２ 月发生业务如下： 销售商品为客户代垫运

费 ２ 万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０ １８ 万元； 收回垫付的房租 ４ 万元； 支付

租入包装物押金 ２ 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企业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他

应收款”科目的借方余额为（　 ）万元。

Ａ． ３ Ｂ． ５

Ｃ． ５ １８ Ｄ． １

【答 案】 Ａ

【解 析】 销售商品为客户代垫的运费及增值税税额计入应收账

款； 收回垫付的房租冲减其他应收款； 支付租入包装物的押金计入

其他应收款， 所以该企业 １２ 月 ３１ 日“其他应收款”科目的借方余

额＝ ５（期初借方余额） ＋ ２（本期增加金额） － ４（本期减少金额） ＝ ３

（万元）。

【例题 ２·多选题】 下列属于其他应收款核算内容的有（　 ）。

Ａ． 收取的出租包装物的押金 Ｂ． 应支付的包装物的租金

Ｃ． 应收的保险公司的赔款 Ｄ． 企业代垫的职工家属医药费

【答 案】 ＣＤ

【解 析】 会计分录为：

选项 Ａ， 收取的出租包装物的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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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银行存款

贷： 其他应付款

选项 Ｂ， 应支付的包装物的租金：

借： 管理费用等

贷： 其他应付款

选项 Ｃ， 应收的保险公司的赔款：

借： 其他应收款

贷： 营业外支出等

选项 Ｄ， 企业代垫的职工家属医药费：

借： 其他应收款

贷： 银行存款

四、 应收款项减值

１ 备抵法

【提示】 备抵法适用于企业应收款项减值的核算。

（１）计提坏账准备时。

借： 信用减值损失

贷： 坏账准备【当期应计提的坏账准备】

【说明】 当期应计提的坏账准备＝期末应收款项余额×坏账准备

比率－［期初坏账准备余额－本期实际发生的坏账损失金额（坏账准备

借方发生额）＋本期收回的坏账损失（坏账准备贷方发生额）］

上述公式结果为正数， 则应补提该数额的坏账准备； 结果为负

数， 则应转回该数额的坏账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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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冲回多计提的坏账准备时。

借： 坏账准备【多计提的金额】

贷： 信用减值损失

（３）发生坏账时。

借： 坏账准备【发生坏账的金额】

贷： 应收账款

（４）收回坏账时（已确认坏账损失并转销的应收款项以后又收回

的）。

借： 应收账款等【实际收回的金额】

贷： 坏账准备

借： 银行存款

贷： 应收账款等

【说明】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关于坏账的处理同应收账款。

２ 直接转销法

【提示】 直接转销法适用于小企业应收款项减值的核算。 小企

业应收及预付款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减除可收回的金额后确认

的无法收回的应收及预付款项， 作为坏账损失： ①债务人依法宣告

破产、 关闭、 解散、 被撤销， 或者被依法注销、 吊销营业执照， 其

清算财产不足清偿的。 ②债务人死亡， 或者依法被宣告失踪、 死亡，

其财产或者遗产不足清偿的。 ③债务人逾期 ３ 年以上未清偿， 且有

确凿证据证明已无力清偿债务的。 ④与债务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或

法院批准破产重整计划后， 无法追偿的。 ⑤因自然灾害、 战争等不

可抗力导致无法收回的。 ⑥国务院财政、 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

条件。

小企业确认坏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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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银行存款【实际收到的金额】

营业外支出【差额】

贷： 应收账款

【例题 １·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企业确认应收账款减值损失应

记入的会计科目是（　 ）。

Ａ． 营业外支出 Ｂ． 管理费用

Ｃ． 信用减值损失 Ｄ． 资产减值损失

【答 案】 Ｃ

【解 析】 会计分录为：

借： 信用减值损失

贷： 坏账准备

【例题 ２·单选题】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某企业“坏账准备”科目

贷方余额为 ５０ 万元。 本月发生坏账损失 ３０ 万元。 １２ 月 ３１ 日， 确定

本期预期信用损失为 ８０ 万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为（　 ）万元。

Ａ． ３０ Ｂ． ６０

Ｃ． ８０ Ｄ． ０

【答 案】 Ｂ

【解 析】 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应有坏账准备金额－已有坏账准备

金额＝ ８０－（５０－３０）＝ ６０（万元）。

【例题 ３·单选题】 下列属于企业“坏账准备”科目贷方核算内容

的是（　 ）。

Ａ． 计提坏账准备 Ｂ． 按期收回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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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冲减多提的坏账准备 Ｄ． 转销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

【答 案】 Ａ

【解 析】 选项 Ａ， 计提坏账准备：

借： 信用减值损失

贷： 坏账准备

选项 Ｂ， 按期收回的应收款项：

借： 银行存款

贷： 应收账款

选项 Ｃ， 冲减多提的坏账准备：

借： 坏账准备

贷： 信用减值损失

选项 Ｄ， 转销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

借： 坏账准备

贷： 应收账款

【例题 ４·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引起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发生增

减变化的有（　 ）。

Ａ． 收回应收账款

Ｂ． 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Ｃ． 收回已作为坏账核销的应收账款

Ｄ． 结转已到期未兑现的应收票据

【答 案】 ＡＢＣＤ

【解 析】 会计分录为：

选项 Ａ， 收回应收账款：

借： 银行存款

贷： 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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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Ｂ， 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借： 信用减值损失

贷： 坏账准备

选项 Ｃ， 收回已作为坏账核销的应收账款：

借： 应收账款

贷： 坏账准备

借： 银行存款

贷： 应收账款

选项 Ｄ， 结转已到期未兑现的应收票据：

借： 应收账款

贷： 应收票据

【例题 ５·判断题】 企业在确定应收账款减值的核算方式时， 应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 按照成本效益原则， 在备抵法和直接转销法之

间合理选择。 （　 ）

【答 案】 ×

【解 析】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企业确定应收账款减值只能

采用备抵法， 不得采用直接转销法。

【例题 ６·不定项选择题】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存货按

实际成本进行日常核算。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初“应收账款”科目借方余额

８００ ０００ 元（各明细科目无贷方余额）， “应收票据” 科目借方余额

２９２ ２００ 元， “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科目贷方余额 ８０ 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甲公司发生如下经济业务：

（１）１０ 日， 采用委托收款方式向乙公司销售一批商品， 发出的

商品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为

５００ ０００ 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６５ ０００ 元； 用银行存款为乙公司垫付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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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０００ 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３ ６００ 元， 上述全部款项至月末尚未收到。

（２）１８ 日， 购入一批原材料， 取得并经税务机关认证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注明的价款为 ２６０ ０００ 元， 增值税税额为 ３３ ８００ 元， 材

料已验收入库。 甲公司背书转让面值 ２９２ ２００ 元、 不带息的银行承

兑汇票结算购料款， 不足部分以银行存款补付。

（３）２５ 日， 因丙公司破产， 应收丙公司账款 ４００ ０００ 元不能收

回， 经批准确认为坏账并予以核销。

（４）３１ 日， 经评估计算， 甲公司“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科目

应保持的贷方余额为 １０２ ４００ 元。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不考虑其他因素， 分析回答下列小题

（答案中的金额单位用元表示）。

（１）根据资料（１）， 下列各项中， 甲公司销售商品确认的应收账

款为（　 ）元。

Ａ． ６０８ ６００ Ｂ． ６０５ ０００

Ｃ． ５４０ ０００ Ｄ． ５６５ ０００

（２）根据资料（２）， 下列各项中， 甲公司采购材料相关会计科目

处理正确的是（　 ）。

Ａ．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１ ６００ 元

Ｂ． 贷记“应收票据”科目 ２９２ ２００ 元

Ｃ． 贷记“应收票据”科目 ２９３ ８００ 元

Ｄ． 借记“原材料”科目 ２６０ ０００ 元

（３）根据资料（３）， 下列各项中， 甲公司核销坏账的会计处理正

确的是（　 ）。

Ａ． 借： 信用减值损失———计提的坏账准备 ４００ ０００

贷： 应收账款———丙公司 ４０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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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借： 坏账准备———应收账款 ４００ ０００

贷： 信用减值损失———计提的坏账准备 ４００ ０００

Ｃ． 借： 信用减值损失———计提的坏账准备 ４００ ０００

贷： 坏账准备———应收账款 ４００ ０００

Ｄ． 借： 坏账准备———应收账款 ４００ ０００

贷： 应收账款———丙公司 ４００ ０００

（４）根据期初资料、 资料（１）至（４）， 下列各项中， 关于甲公司

１２ 月末坏账准备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是（　 ）。

Ａ． 计提坏账准备前， “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科目为贷方余

额 ８０ ０００ 元

Ｂ． 本年末应计提坏账准备的金额为 ４２２ ４００ 元

Ｃ． 计提坏账准备前， “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科目为借方余

额 ３２０ ０００ 元

Ｄ． 本年末应计提坏账准备的金额为 １０２ ４００ 元

（５）根据期初资料、 资料（１）至（４）， 下列各项中， １２ 月 ３１ 日甲

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项目期末余额应列示的金额是（　 ）元。

Ａ． １ ００８ ６００ Ｂ． ９０６ ２００

Ｃ． １ ０２４ ０００ Ｄ． １ ４２４ ０００

【答 案】 （１）Ａ； （２）ＡＢＤ； （３）Ｄ； （４）ＢＣ； （５）Ｂ。

【解 析】 （１）资料（１）会计分录：

借： 应收账款———乙公司 ６０８ ６００

贷： 主营业务收入 ５００ 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６５ ０００

银行存款 ４３ ６００

（２）资料（２）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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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原材料 ２６０ ０００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３３ ８００

贷： 应收票据 ２９２ ２００

银行存款 １ ６００

（３）资料（３）会计分录：

借： 坏账准备———应收账款 ４００ ０００

贷： 应收账款———丙公司 ４００ ０００

（４）选项 ＡＣ， 计提坏账准备前， “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科目

余额＝期初“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科目贷方余额＋本期“坏账准

备———应收账款”科目增加额－本期“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科目减

少额＝ ８０ ０００（期初资料） －４００ ０００（资料 ３） ＝ －３２０ ０００（元）， 所以

“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科目为借方余额 ３２０ ０００ 元。 选项 ＢＤ， 本

年末应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 期末应有贷方余额－计提前已有金额 ＝

１０２ ４００－（－３２０ ０００）＝ ４２２ ４００（元）。

资料（４）会计分录：

借： 信用减值损失 ４２２ ４００

贷： 坏账准备 ４２２ ４００

（５）“应收账款”明细科目借方余额 ＝ 期初借方余额＋本期增加

额－本期减少额＝ ８００ ０００（期初资料） ＋６０８ ６００（资料 １） －４００ ０００（资

料 ３）＝ １ ００８ ６００（元）。

“应收账款”项目期末余额 ＝ “应收账款”科目期末余额－坏账准

备期末贷方余额＝ １ ００８ ６００－１０２ ４００＝ ９０６ ２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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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存货业务

一、 原材料

１ 实际成本法

（１）购入材料。

◆款已付， 料已入库。

借： 原材料【购买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按规定可以抵扣的

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 银行存款 ／ 其他货币资金

◆款已付， 发票账单已到、 料未到。

借： 在途物资【账单到、 料未到】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按规定可以抵扣的

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 银行存款 ／ 其他货币资金

◆发票账单未到、 料已到。

借： 原材料【暂估价值】

贷： 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

下月初， 用红字予以冲回：

借： 原材料（红字）

贷： 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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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待收到发票账单时， 按实际金额记账。

◆预付款方式采购。

预付款项时：

借： 预付账款

贷： 银行存款

材料入库并收到发票账单：

借： 原材料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 预付账款

补付剩余货款：

借： 预付账款

贷： 银行存款

退回多付的货款时， 编制相反的会计分录。

◆货款尚未支付或开出商业汇票， 发票账单已到、 材料已验收

入库。

借： 原材料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 应付账款 ／ 应付票据

【说明 １】 存货的采购成本， 包括购买价款、 相关税费、 运输

费、 装卸费、 保险费以及其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费用。

【说明 ２】 商品流通企业采购费用的处理：

（１）在存货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 装卸费、 保险费以及其

他可归属于存货采购成本的进货费用， 应当计入存货采购成本。

（２）也可以先行归集， 期末根据所购商品的存销情况进行分摊。

对于已售商品的进货费用， 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未售商品的进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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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计入期末存货成本。

（３）如果商品流通企业采购商品的进货费用金额较小， 可以在

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说明 ３】 小企业采购费用的处理：

小企业（批发业、 零售业）在购买商品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

运输费、 装卸费、 包装费、 保险费、 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和入库前

的挑选整理费等）， 记入“销售费用”科目。

【说明 ４】 产品设计费的处理： 为特定客户设计产品所发生的、

可直接确定的设计费用应计入存货的成本； 企业设计产品发生的设

计费用通常应计入当期损益。

（２）发出原材料。

借： 生产成本【生产车间生产产品】

制造费用【车间管理部门一般耗用】

管理费用【行政管理部门耗用】

销售费用【销售部门耗用】

其他业务成本【销售部门销售】

在建工程【工程领用】

委托加工物资【发出委托外单位加工】

贷： 原材料

【说明】 在实际成本核算方式下， 企业可以采用的发出存货成

本的计价方法包括个别计价法、 先进先出法、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和移动加权平均法等。

发出存货计价方法的特点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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