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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核算中，投资当年收到的现金股利，是冲减投资成本

还是确认收益？ 解答：在我国，一般情况下都是当年利润次

年分配，所以投资当年收到的现金股利，如非特别说明，应

该是投资前被投资单位累积盈余分配额，在会计处理中冲减

投资成本。《初级会计实务精讲》中，专门就这一个问题进

行了讲解。由于当年实现的盈余一般于下年度一次发放股利

。因此，当年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实质上是由被投资企业

以前年度的盈余分配得来的，故不作为当期的投资收益，而

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投资年度以后分配的利润或现金股利

应作为投资收益。 7．提问：如何区分视同销售行为与购进

货物改变用途？两者在会计核算上有何区别？ 解答：《初级

会计实务精讲》中，专门就这一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按

照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下列行为从会计角度看，不属于

销售行为，不能确认销售收入，但是应视同对外销售处理，

计算应交增值税。视同销售需要缴纳增值税的事项有：企业

将货物交付他人代销；销售代销货物；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

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

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或个体经营者；将自产、委托加工或

购买的货物分配给股东或投资者；将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

无偿赠送他人等行为。 购进货物改变用途是指购进的货物在

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情况下，对内改变用途的行为。例如，



在建工程领用原材料、医务室等福利部门领用原材料等都属

于购进货物改变用途；而在建工程或医务室等福利部门领用

在产品、产成品或委托加工的货物则属于视同销售行为。 按

照税法规定，视同销售，应计算交纳增值税，借记“在建工

程”、“长期股权投资”、“应付福利费”、“营业外支出

”等科目，贷记“库存商品”、“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 等科目。 购进货物改变用途时，借记“在建工程

”、“应付福利费”等科目，贷记“ 原材料”、“库存商品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等科目。 8

．提问：资本公积的性质是怎样的？ 解答：对于初学会计的

人员来说，“资本公积”是一个比较难懂的概念。在《初级

会计实务难点、疑点精讲》一书中，对这个概念做了非常清

晰的讲解。 资本公积是所有者投入或者他人投入到企业、所

有权归属投资者、并且金额上超过法定资本部分的资本。资

本公积从不同的来源取得，并由全体所有者享有，资本公积

不是由企业实现的利润转化而来的，从本质上说属于投入资

本的范畴。资本公积与盈余公积不同，盈余公积是从净利润

中提取的，是净利润的转化形式，而资本公积与净利润无关

，因此，资本公积不属于留存收益。 尤其是对资本公积的7

个明细项目为什么有的不能转增资本做了讲解。比如，接受

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和股权投资准备，在未转入“其他资本

公积”明细科目前，是所有者权益的一种准备，不能用于转

赠资本，待处置时才能转入其他资本公积，然后才可以用来

转增资本。 9．提问：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利润分配表之

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解答：在初级会计实务中，要求考生掌

握的只有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以及利润分配表的编制，那么



，掌握这三张报表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对学习过程的很好的一

个检验。在初级实务的教材中没有提到这种关系，但在《初

级会计实务精讲》这本书中，对这种关系做了很好的归纳。

比如，书中提到： 1．资产负债表中的“未分配利润”项目

的金额与利润分配表中的“未分配利润”项目的金额应是相

等。 2．利润表中“本年累计数”栏的“净利润”项目的数

字与利润分配表中“净利润”项目的数字应一致。 3．利润

分配表中“年初未分配利润”栏应与上年度利润分配表中“

未分配利润”栏的数字一致。 10．提问：企业亏损弥补的途

径有哪些？ 解答：关于企业弥补亏损的途径，初级会计实务

的教材没有系统讲解，在《初级会计实务精讲》中，专门把

它作为一个问题来讲解，该书中总结到，企业弥补亏损的途

径有3条： 1．用以后年度实现的税前利润进行弥补，但弥补

期限不得超过5年。 2．用以后年度实现的税后利润弥补，即

企业发生的亏损在经过5年期间未弥补足额的，应用所得税后

的利润弥补。 3．用盈余公积弥补。用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应由董事会提议，经股东大会或类似权利机构批准。 无论是

用税前利润弥补，还是用税后利润弥补，其会计处理方法相

同，都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账务处理，所不同的只是两者计算

缴纳所得税的处理不同。在以税前利润弥补亏损大情况下，

其弥补数额可以抵减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而以税后利润弥

补的数额，则不能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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