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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news_con">第一章：会计基本理念。不需要花费过多的

时间，着重掌握一下实质终于形式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就可以

了，这是以后经常会用到的原则。比如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运

用：售后回购不确认收入，售后形成融资租赁什么情况都不

确认收入；谨慎性原则：固定资产后续支出如果不能区分是

更新改造还是修理的，按照谨慎原则就是要确认为当期的费

用，按照修理处理。建议两个小时搞定。 第二章：存货。本

章主要掌握一下存货外购的成本构成，能够记入到成本中的

费用支出，其中要对于采购员的差旅费支出一般是要记入到

当期管理费用中的，存货入库的时候合理损耗和非合理损耗

如何处理等等，以及存货在保存过程中的费用支出问题，以

及发生存货正常和非正常毁损如何处理的问题，其中涉及到

增值税的进项转出的处理；另外盘亏和盘盈存货的处理以及

后来的存货发出的处理，了解计划成本法的运用和成本差异

分担的计算。存货发生减值的处理和转回的处理。建议本章

在两个小时内搞定。 第三章：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是比较重

要的章节，从初始计量到后续计量到最后的处置等涉及到很

多重要问题。初始计量中着重掌握外购存货的入帐价值确定

，另外了解一下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入帐价值确定，会计算

未确认融资费用和摊销；后续计量中考虑折旧计提的时间和

方法问题，发生减值以后折旧如何计提；折旧方法或者年限

等估计变更以后折旧如何计提等；以及固定资产后续支出中



的资本化和费用化支出的处理。固定资产发生减值的计算和

处理，以及最终处置的时候的分录处理。建议本章在三个小

时内搞定。 第四章：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掌握类似于固定

资产。具体处理可以参照，着重掌握无形资产计提摊销的时

间和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时间的差别，另外对于后续计量一定

要记住不存在资本化的问题。建议本章在两个小时内搞定。 

第五章：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是新增内容，同时增

加了公允价值计量的新的会计准则内容。初始计量类似固定

资产的处理，后续计量中需要考虑成本法和公允价值法的处

理差异。成本法下需要计提折旧，基本处理类似固定资产。

公允价值法下则是比较新的处理，考虑公允价值变化的处理

，以及其中涉及的所得税问题，因为税法上对于公允价值是

不予以承认的。另外投资性房地产转换的时候的会计处理，

核算方法成本法转换为公允价值法的追溯调整问题，以及其

中涉及的递延所得税问题。重点掌握投资性房地产转换时候

的分录处理，适当能够结合所得税的处理。最后处置的处理

基本可以参照固定资产处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公允价值计

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在最终处置的时候还需要把之前的公允价

值的累计变动重新确认为其他业务收入。这个处理同时也是

税法上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候，建议本章在两天内搞定，六

个小时。 第六章：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也是新增内容，其中

思想金融资产的核算方法容易混淆，要掌握各自的核算除了

需要彼此独立掌握之外，还需要相互对比和区别，这样才能

对于各自的核算有个清楚的了解。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

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划分类别不仅仅是各自的核

算特点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企业的持有意图，如果是短期出



售可以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如果是到期后处置的作为持

有至到期投资，如果是持有意图不明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应该说从这个角度考虑能够对于金融资产分类有个清晰

了解。在各自的核算的比较中，压注意初始计量、后续计量

和最后处置的差别。初始计量中对于交易费用的处理差异，

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化或者摊余成本变化处理，发生减值

处理和递延所得税的处理等；最后处置的时候需要结转的事

项都需要注意。对于贷款和应收款项着重掌握一下特殊的分

录处理和摊余成本呢的特殊计量，基本上可以和持有至到期

投资进行比较学习。建议在10个小时内搞定，三天时间。 第

七章：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需要区分合

并情况和非合并情况，在合并情况下，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

制要注意入帐价值的不同处理，交易费用的不同处理等，后

续计量基本上都是成本法后续计量。另外注意吸收合并下在

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的不同处理，以及商誉的确认问题。

对于成本法和权益法一定要了解之间的处理差异，其中权益

法按照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变动进行调整的本质决定了

权益法的本质。成本法主要是现金股利对于投资成本的影响

，料及到这个本质以后对于两种核算方法的特点就能够切实

掌握。建议在10个小时内搞定，三天时间。 第八章：非货币

性资产。本章也是比较重要的，对于非货币性资产:)的认定问

题，一般会在客观题中出现，主观题不会在这里难为考生，

所以公式还是记住为好。关于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的判断标准

要基本了解一下，可能考出客观题。具体计量中需要注意换

入资产入帐价值确定，基本公式就是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或者

是账面价值为基础来确定入帐价值。另外发生相关税费的需



要区分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如果是营业税、消费税等价内税

的，具有商业实质的，价内税不在“支付的相关税费”中核

算；如果是不具有商业实质的需要在“支付的相关税费”中

核算，原因就是公允价值中是包含价内税部分的。如果是增

值税的不需要考虑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的问题。另外本章争议

之处在于换入多项资产中，不具有商业实质情况不应该确认

损益的问题，虽然整体上不影响当期损益，但是不能出现确

认损益的处理，所以这里需要特别注意一下，考试可能不太

可能涉及。建议本章用3天10个小时时间。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