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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的复习到了查漏补缺的阶段。很多学员都希望老师这时

候能透露点最新内幕消息，帮助大家押押题，尤其是综合题

。对老师来讲，押题的风险是大的。押对了题目，有泄密的

嫌疑；押错了题目。有讨骂的后患。所以今天我不押题。今

天我只跟大家讲讲解题技巧如何从综合题中“抢”分。为什

么要选择这么一个话题，突出一个“抢”字？ 凡是参加过会

计职称考试或者CPA考试的学员，都有一个体会：试题量越

来越大，考试时间太紧。常常是做不完题，结束铃声就响了

。这是很令人着急的事情。很多考生往往会遇到这情形，离

考试结束时间还有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了，一看最后还有一

综合题没做，如果按部就班地来，题目没看完，时间就到了

。再加上我们本来就对综合题有恐惧心理，所以我们考生往

往会选择放弃。殊不知，最后关头的放弃也许就预示着考试

的失败。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善于在这样的情况下

“抢”分。 我们先来看看近年会计考试中的综合题。 例一

：2002年会计实务（二）中综合题第一题（25分） 看到这么

长的题目，首先要镇静，不要慌乱。 先看题目的第一自然段

，该段往往是题中企业所用会计政策的总说明，它告诉我们

账务处理的一个基本前提和环境。必须要看清楚！ 由于时间

关系，接下来我们不要看资料，而是先看题目的最后要求。

此题的要求一共有五点，快速通读后发现，每一要求存在着

承前启后的关系（有时要求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所以我们



必须从前往后做。 看要求(1)：指出甲公司2001年1月1日至4

月20日所发生的交易和事项中，哪些属于调整事项(注明上述

交易和事项的序号即可)。 很显然，这是关于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的考核，要求判断哪些是调整事项，我们必须想到调整

事项的判断标准和特点。 判断标准：资产负债表日后获得新

的或进一步的证据，有助于对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状况的有关

金额作出重新估计，应当作为调整事项。 特点：在资产负债

表日或以前已经存在，资产负债表日后得以证实的事项；对

按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状况编制的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

项。 带着判断标准和特点，快速通读题中提供资料，很容易

会“抢”到此分。 看要求（2）：编制甲公司除事项⑥以外

的调整事项相关的会计分录(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

进行处理)。 对调整事项，我们该熟悉它的核算原则： 总原

则：视同资产负债表所属期间发生的事项一样作相关处理 具

体原则：①涉及损益的事项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以前年度损

益调整” 贷方：调增以前年度收益或调减以前年度亏损；调

减的所得税。 借方：调减以前年度收益或调增以前年度亏损

；调增的所得税。 余额：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 

②涉及利润分配调整的事项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直接在

“未分配利润”科目核算 明确了以上原则，要求（2）的调

整分录很容易就出来了。 再看要求（3）：将上述调整分录

所发生的“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结转至“利润分配--未分配

利润”科目。 (4)：编制甲公司2000年度利润分配相关的会计

分录。 这两个要求在要求（2）解决之后，也就迎刃而解了

，同样运用到我们前面提到的原则。 最后看要求（5）：根

据上述调整事项，调整会计报表的相关项目，分别填入资产



负债表“调整后年末数”栏和利润表“调整后本年累计数”

栏各项目。 按照调整事项的核算原则，调整会计报表相关项

目的数字（注意四点） A、资产负债表日编制的会计报表相

关项目的数字 B、当期编制的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年初数 C

、提供比较会计报表时，还应调整相关会计报表的上年数 D

、经过上述调整后，如果涉及会计报表附注内容的，还应当

调整会计报表附注相关项目的数字。来源：www.examda.com 

看到要求（5），我们才去看前面的资料中提供的两个报表，

结合前面的分录，有的放矢地调整相关项目，从而大大节约

了做题时间。 该例总结：审题步骤很关键，先从要求入手，

有的放矢，逆向解题，在有限时间内尽可能“抢”分。 例二

：2002年会计实务（二）中综合题第二题（15分） 该题目不

长，我们先来看第一自然段： 2000年1月5日，甲企业以400万

元投资于新设立的乙企业，持有乙企业80％的股份，乙企业

另20％的股份由丙企业持有。乙企业的实收资本总额为500万

元，无其他所有者权益项目。 看完这段文字，我们应该立即

判断出，甲乙之间是母子公司关系，在实务（二）中，涉及

母子关系的要么是关联方问题，要么是合并报表问题。 接下

来我们就看该题要求： 编制甲企业上述与合并会计报表相关

的合并抵销分录。 看到要求，我们的判断得到证实，是考核

合并报表问题。 我们考生对合并报表问题具有天生的恐惧，

总有一个错觉，合并报表很难。其实不然，合并报表中只有

个别抵消分录难理解，大部分是很好理解的。并且，这部分

考题变化不大，都是程式化的问题。我们来看具体事项： 

（1)2000年2月5日，甲企业销售一批商品给乙企业。销售价格

为800万元（不含增值税额，下同)，销售成本为600万元，销



售毛利率为25％。至2000年12月31日，乙企业已销售该批商品

的60％，乙企业对外销售的价格为甲企业销售价格的110％。 

分析：这是考核“内部销售收入和内部销售成本项目 ”的抵

消问题。 如果购买企业用于对外销售，则分三种情况： A、

当期全部实现销售 借：主营业务收入 贷：主营业务成本 B、

当期全部未实现销售 借：主营业务收入 贷：主营业务成本 贷

：存货 C、当期部分实现销售 （视为A、B两种情况的组合） 

很显然，该题目属于C（第三种情况）。所以，答案应该为

： 借：主营业务收入 320（800×40%） 贷：主营业务成本

240（600×40%） 存货 80（800×40%×25%） 借：主营业务

收入 480（800×60%） 贷：主营业务成本 480 再来看资料（2

）：甲企业2000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中包含当年发生的应向

乙企业收取的账款500万元。甲企业年末按照应收账款余额

的10％计提坏账准备。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考核对象是

：内部债权与债务项目的抵销 。其中包含内容有六项，这里

考核第一项，即：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提取的坏账准备金

也要抵消）。请看答案： 借：坏账准备 50 贷：管理费用 50

（500×10%） 借：应付账款 500 贷：应收账款 500 我们看资

料（3）：乙企业2000年度实现净利润600万元（假定除净利

润外，乙企业其他所有者权益未发生增减变动)。甲企业对乙

企业的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并确认了480万元的投资收益。 

先要判断，该资料的目的是什么？是考核“内部投资收益项

目的抵消”还是“长期股权投资项目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项

目的抵销”？显然是前者，具体是对“内部权益性资本投资

收益项目 ”的抵消。如果我们熟悉该项目的抵消分录，答案

自然出来了。 借：少数股东收益 120 投资收益 480 贷：提取



盈余公积 90 未分配利润 510 借：提取盈余公积 72（90×80%

） 贷：盈余公积 72 看最后一个资料：（4)乙企业经董事会提

出的200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按净利润的10％计提法定盈

余公积，按净利润的5％计提法定公益金，不作其他利润分配

。 我们分析：利润分配之后，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项目数额

确定了下来，我们需要对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项目与子公司

所有者权益项目进行抵销。 请看答案： 借：实收资本 500 贷

：长期股权投资 400 少数股东权益 100 借：盈余公积 90 未分

配利润 510 贷：长期股权投资 480 少数股东权益 120 至此，该

题也就全部做完了。 该例总结：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题目中

每个步骤的解答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什么关联性，其中的答

案有的容易、有的难。在考试时间比较紧的情况下，我们不

要被总要求吓倒，被“合并报表”吓晕，我们不可能对“合

并报表”一无所知，要善于捕捉其中的得分点，从而“抢”

到决定考试结果的关键分。 建议大家在看今年合并报表内容

的时候，多多关注“连续编制合并报表”情况下的相关业务

的账务处理。 例三：2001年会计实务（二）中综合题第一题

（20分） 该题目由于包含着两个报表，所以题目比较长，在

开始审题时，报表其实可以先搁置一边。按照我们前面所讲

的审题顺序，先看题目的第一自然段： 华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丽公司）为上市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

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该公司按净利润的10％计提法定盈

余公积（假定不考虑计提法定公益金）， 2003年的财务会计

报告于2004年4月10日经批准对外报出。该公司2003年12月31

日编制的资产负债表（简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简表）

如下（考试时为节省时间，报表可先不看） 该自然段说明了



华丽公司的基本会计政策。从这个自然段中我们应该猜测到

该题的考核意图，可能涉及到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问题。 接

下来我们看要求，要求不多，两点。先看要求一：编制上述

（2）、（3）、（4）项事项与2003年度会计报表有关的调整

分录（要求写出相关科目的明细科目。涉及调整盈余公积内

容的，应分别每笔事项编制调整分录，上述调整分录均不考

虑所得税调整因素）。 果然，我们的猜测得到证实，考核“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调整问题”。赶紧去看题中的资料（2）

（4），首先要判断是不是属于调整事项，然后再考虑调整分

录怎么做。 资料（2）：2003年12月20日，华丽公司与甲企业

签订购货合同，从甲企业购入某商品，价格为10000万元（不

含增值税）。12月30日，鉴于乙企业的同种商品价格更加优

惠，华丽公司改从乙企业购入该种商品。为此，甲企业根据

合同规定于2003年 12月31日要求华丽公司支付违约金120万元

。华丽公司在编制 2003年度会计报表时，未预计该事项可能

造成的损失。双方于 2004年1月5日达成协议，由华丽公司支

付给甲企业100万元违约金，该款项尚未支付。 分析：该事项

满足调整事项的判断标准和特点，按照调整事项处理的原则

（我们在例一中讲过了），解答如下：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

整--营业外支出 100 贷：其他应付款 100 借；利润分配--未分

配利润 100 来源：www.examda.com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00 借：盈余公积 1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0 资料（3）

：华丽公司2004年1月5日销售的产品，因质量问题被客户退

货，并同时收到退回的原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退回的产

品已入库，其售价为300万元（不含增值税），销售成本为

120万元。 分析：该事项不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不属于



调整范围。 所以解答如下：对于事项（3）不需作调整分录

。 资料（4）：华丽公司2004年3月2日收到通知，被告知某企

业已破产清算，估计该企业所欠华丽公司的200万元账款全部

无法收回。该企业因长期经营不善，连续发生巨额亏损

，2003年12月31日已资不抵债。华丽公司在2003年12月31日对

该笔应收账款计提了40％的坏账准备。 分析：该事项满足调

整事项的判断标准和特点，按照调整事项处理的原则处理。 

解答如下：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管理费用 120 贷：坏账

准备 120[200×（1-40％）]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20 贷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20 借：盈余公积 12 贷：利润分配--未

分配利润 12 要求一解答完了，我们再看要求二：根据上述经

济业务，调整2003年度已编制的资产负债表的年初、年未有

关项目的数据，以及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的有关数据，并将需

要调整部分的报表项目调整后的金额填入下列空表。 这里我

们要注意，由于资料中提到的四个会计事项是相互独立的，

因此它们对会计报表的影响也是独立的。 既然事项（2）、

（3）、（4）的会计处理已经做完了，它们对会计报表的影

响自然也就出来了，需要调整的项目有： 应收账款净额＝调

整前年末数300万元－调整的坏账准备120万元＝180万元 其他

应付款＝调整前年末数20万元＋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调整事

项确认的其他应付款100万元 管理费用＝调整前管理费用本年

累计数150万元＋调整坏账准备计提数120万元 营业外支出＝

调整前营业外支出本年累计数0万元＋2003年应调整的营业外

支出100万元 最后我们要集中精力来分析资料（1）：华丽公

司从2002年1月1日起对华贸公司投资，其投资占华贸公司股

份的25％，并具有重大影响，该项投资成本为 500万元，采用



成本法核算。2004年1月1日，华丽公司根据会计制度规定， 

自2003年1月1日起对该项投资改按权益法核算，并进行追溯

调整。股权投资差额按10年平均摊销。 华贸公司2002年1月1

日的所有者权益为1500万元， 2002年度实现净利润为400万元

；2003年度实现净利润为500万元（假定华贸公司实现的净利

润均由投资者所享有，其实现的净利润未分配给投资者；除

净利润外，所有者权益未发生其他增减变动） 分析：这里是

对会计政策变更的考核。题目中明确采用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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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