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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影响？【解答】会计的基本业务

类型有以下四类：（ 1）资产和权益同时增加； （2）资产和

权益同时减少； （3） 资产项目此增彼减； （4） 权益项目

此增彼减。 考试时对于这样的内容主要是给出业务要求判断

业务类型。 这类题目关键要掌握两点： 1.对资产、负债和所

有者权益的定义和分类很明确；2.对经济业务的账务处理非

常熟悉。看到一项业务，能很快反应出其账务处理应涉及到

哪些科目（总账科目），进而判断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

益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例题来掌握这类题目的解题思路： 

例题：下列各项中，能够引起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同时发生变

动的是 ( )。 A．摊销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 B．董事会提出现

金股利分配方案 C．计提长期债券投资利息 D．以盈余公积

弥补亏损 解题思路：（ 1）写出账务处理；（2）判断科目类

别；（3）选择正确答案。 选项 A：摊销固定资产大修理支出

，引起费用和资产的变化，分录： 借：制造费用 (成本类科

目) 贷：长期待摊费用 (资产类科目) 选项 B：董事会提出现金

股利分配方案，未分配利润减少，应付股利增加，引起负债

和所有者权益同时发生变动，分录： 借：利润分配－应付普

通股股利 (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贷：应付股利 (负债类科目) 选

项 C：计提长期债券投资利息，增加资产和投资收益，分录

： 借：长期债权投资－债券投资 (应计利息) （或应收利息）

(资产类科目) 贷：投资收益 (损益类科目) 选项 D：以盈余公



积弥补亏损，减少盈余公积，增加未分配利润，分录： 借：

盈余公积 (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贷：利润分配－其他转入 (所

有者权益类科目) 属于所有者权益内部的一增一减。 所以，

答案应选 B。 本类题目要求考生非常熟悉业务的账务处理，

进而快速判断出业务的基本类型。2.【问题】分配生产工人

工资为什么会使资产、负债同时增加？【解答】分配生产工

人工资，借记“生产成本”，贷记“应付工资”，生产成本

核算的是在产品的成本，属于存货的核算范围，存货增加，

资产也就增加。 注意：分配生产工人工资不同于发放生产工

人工资，发放生产工人工资借记“应付工资”，贷记“银行

存款”，负债和资产同时减少。 3.【问题】补贴收入和营业

外收入是否属于收入？【解答】会计的六要素为：资产、负

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 其中大家疑问较多的

集中在收入的概念上。 收入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要十分注意是“日常活动”，所以处置固定资产净收入、补

贴收入等这类非日常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不属于收入范

畴。也就是说， 收入和有关的费用相配比，从会计核算的角

度来讲， 主营业务收入与主营业务成本配比， 其他业务收入

和其他业务支出相配比，但营业外收入是一个净收益的概念

，不需要与费用配比。 相应的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自然灾

害损失和投资损失等，也不是日常活动所产生的，不属于费

用的范畴。 例题：下列各项中，符合收入会计要素定义，可

以确认为收入的是（ ）。 A.出售无形资产收取的价款 B.出售

固定资产收取的价款 C.出售原材料收到的价款 D.出售长期股

权投资收取的价款 解析：收入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要十分注意是“日常活动”。 出售原材料属于日常活动，

符合收入会计要素定义。选项 ABD都不属于企业的日常活动

，不能选入。4.【问题】“ 企业在一定期间发生亏损，则企

业在这一会计期间的所有者权益一定减少。”该命题是否正

确，为什么？【解答】企业在一定期间发生亏损，由此会导

致所有者权益的减少。但由于所有者权益中有些项目与盈亏

无关，因此不能说企业在一定期间发生亏损，则所有者权益

一定减少。 比如企业在发生亏损的这一个会计年度，接受外

单位一项固定资产的捐赠，会导致资本公积的增加，但与企

业的盈亏无关，所以所有者权益不一定减少； 又比如，企业

在发生亏损的这一个会计年度，接受外单位现金捐赠，导致

资本公积增加，但与企业的盈亏无关，所有者权益不一定减

少，所以该命题不对。5.【问题】什么是会计主体？会计主

体与法律主体应如何区分？【解答】会计主体是指会计工作

为其服务的特定单位或组织。会计主体为日常的会计处理提

供了依据。会计主体不同于法律主体。一般来讲，法律主体

必然是一个会计主体，但会计主体不一定是法律主体。 例如

，在企业集团的情况下，一个母公司拥有若干个子公司，企

业集团在母公司的统一领导下开展经营活动。母子公司虽然

是不同的法律主体（母子公司分别也是会计主体），但为了

全面的反映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就

有必要将这个企业集团作为一个会计主体，编制合并会计报

表（此处的企业集团不是一个法律主体）。 又如，独立核算

的生产车间、销售部门等也可以作为一个会计主体来反映其

财务状况，但它们都不是法律主体。 例题：下列组织可以作



为一个会计主体进行核算的有（ ）。 A．独资企业 B．销售

部门 C．子公司 D．母公司及其子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 答案

： ABCD 解析：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信息所反映的特定单位。

会计主体为日常的会计处理提供了依据。 此题四个选项均可

作为会计主体。6.【问题】“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

视为企业自己的资产管理”体现的是什么原则?【解答】体现

的是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要求企业按照交

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而不应当仅仅按照它们

的法律形式作为会计核算的依据。如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会

计处理，销售商品的售后回购等都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有关

。7.【问题】一贯性原则要求会计核算方法前后各期不得随

意变更，所以会计核算方法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变更，这

句话对吗?【解答】不正确。一贯性原则并不意味着所选择的

会计核算方法不能做任何变更，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企业也可以变更会计核算方法，并在企业财务会计报告中作

相应的披露。比如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变更会计核算方法

的，就不违背一贯性原则。 例题：下列项目中，违背会计核

算一贯性原则要求的有（ ）。 A．鉴于《企业会计制度》的

发布实施，对原材料计提跌价准备 B．鉴于利润计划完成情

况不佳，将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由原来的双倍余额递减法改为

平均年限法 C．鉴于某项专有技术已经陈旧，将其账面价值

一次性核销 D．鉴于某被投资企业将发生亏损，将该投资由

权益法核算改为成本法核算 答案： BD 解析：一贯性原则并

不意味着所选择的会计政策不能作任何变更。一般来说，在

两种情况下，可以变更会计政策，一是有关法规发生变化，

要求企业改变会计政策，二是改变会计政策后能够更恰当地



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选项 A”属于有关法规

发生变化，要求企业改变会计政策；“选项C”属于改变会

计政策后能够更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选

项“B和D”属于滥用会计政策，违背会计核算的一贯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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