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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5_BA_A6_c48_645271.htm 要求： （1）分别说明甲公司

对上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所陈述的会计处理方法是否

正确。如不正确，请分别说明错误的性质及理由，以及应采

用的会计处理方法。 （2）对上述各项，按照甲公司的会计

处理方法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并说明上述会计

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请重新计算会

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 （3）对甲公司上述不正确的会

计处理，计算调整应增加或减少2003年年初留存收益的金额

（注明增加或减少），并计算经调整后的2003年年初留存收

益的金额。 （4）分别计算甲公司上述各事项增加或减少2003

年度净利润的金额（不考虑无形资产摊销；注明增加或减少

）。 （5）计算甲公司2003年度经上述调整后的实现的净利润

。 （6）计算甲公司2003年年末经上述调整后的留存收益金额

。 （7）计算上述事项应确认的递延税款借方或贷方金额。 

（综合题）[本题4.40分] 答案分析是 （1）分别说明甲公司对

上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所陈述的会计处理方法是否正

确。如不正确，请分别说明错误的性质及理由，以及应采用

的会计处理方法： ①因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对固定资产

计提减值准备，并进行追溯调整，是正确的。 ②坏账准备按

账龄分析法计提，从2003年起改变了计提比例，属于会计估

计变更应采用未来适用法；而甲公司将其作为会计政策变更

，并且采用追溯法进行处理，是错误的。这一错误属于滥用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应视同重大会计差错进行更正。 



③长期股权投资期末计提减值准备的方法为成本与每股账面

所有者权益孰低计提，这种计提方法是错误的，因此，改按

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提，既不是政策变更，也不是

估计变更，属于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④因执行〈企业会计制

度〉，对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并进行追溯调整，是正确

的。 （2）对上述各项按上述甲公司的会计处理方法计算会

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并说明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

影响数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请重新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

积影响数： ①按照甲公司的会计处理方法计算会计政策变更

的累积影响数： a.累积影响数计算表（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