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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6_B3_A8_c45_74661.htm 6.问：《会计》教材第89页中指出

：“当期按债券面值和适用利率计算的应计利息扣除当期摊

销的溢价和债券费用，或当期按债券面值和适用税率计算的

应计利息与摊销的折价扣除摊销的债券费用，确认为当期投

资收益”，为何不扣除“初始投资成本中含的未到期利息”

呢？另外该部分所给出的实际利率法计算的例题中，年金现

值和复利现值系数表计算的实际利率为10.77%，而教材中计

算得出的为10.66%，这是因为现值系数的精度问题造成的吗

，在考试时如因取小数位数问题导致的计算结果不一致会不

会扣分呢？ 答：“初始投资成本中含的未到期利息”是指构

成债券初始投资成本的债券利息，已反映在长期债权投资的

投资成本中，待该部分利息到期时就能收回，因此不属于债

券投资的投资收益。债券投资中只有溢价或折价才构成了债

券投资收益的调整，因为债券的溢价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多的

利息收入而事先付出的代价（债券折价是为了今后少得利息

而事先得到的补偿），所以应按应计利息扣除溢价摊销（或

应计利息加折价摊销）确认债券投资收益。 对于教材所给例

题中计算的实际利率为10.66%，而按4位精度小数计算的实际

利率为10.77%的问题，就是因为所使用的系数表的精度不一

致造成的。在考试时，这种类似的题目，一般会给出年金现

值系数和复利现值系数，不会造成系数精度不一致。如果计

算公式正确而因考生取小数位数问题导致的计算结果不一致

在评卷时将不会被扣分。 7.问：在税法中捐赠原材料应视同



销售，交纳增值税，接受方可凭增值税专用发票，按进项税

额抵扣。而在教材第44页中则指出：“企业接受的原材料，

按确定的实际成本，借记‘原材料’科目，按未来应交的所

得税，贷记‘递延税款’科目，按实际支付的相关税费，贷

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科目

”，为何分录中不包括可以抵扣的增值税呢，如果按税法规

定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那么应交增值税账户余额就不

正确了。请问到底如何核算呢？ 答：对于原材料的捐赠问题

，《企业会计准则存货》中规定，企业接受捐赠的存货的成

本，如果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的，应按凭据上标明的金额

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确定；如果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

的，应当参照同类或类似存货的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加上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确定。而按税法的规定，只有捐赠方提供

了有关凭据并经批准的才能允许抵扣。因此，书中所给的核

算只是在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况下的会计处理。如果

接受捐赠方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经税务机关批准可以

抵扣的，则可按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存货价值、可抵扣

的增值税以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该存货的入账价值。因

教材篇幅所限，不可能将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规定的所有

会计处理均在教材中逐一介绍，因此，我们也建议考生按教

材每一章最后所附的“涉及的法规”去查阅相关的会计准则

和会计制度。 8.问：以非现金资产对外投资时，对外投资的

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如何处理？ 答

：根据现行会计制度的规定，企业以非现金资产对外投资属

于非货币性交易，取得的投资以换出的非现金资产的账面价

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入账价值，因此并不涉及该换



出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问题以及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

差额的处理问题。 9.问：在存在现金折扣和商业折扣的销售

中，应交的增值税是否应同时存在折扣？ 答：在商业折扣的

情况下，企业的实际销售收入通常就是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

额，因此应交的增值税应按实际销售收入计算，而不存在折

扣的问题。在现金折扣的情况下，应交的增值税中是否存在

现金折扣应视购销双方的约定而定。 经济法科目 问：《经济

法》教材92页的有关“三个涉外企业对此未作出规定，即未

对注册资本的最低限度作出规定”，但在教材125页中却指出

“合营企业的注册资本应当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

限度”，这两处是否存在矛盾？ 答：这两处并不矛盾。教

材92页是对公司法与三个涉外企业法之间的比较。而教材125

页中指出的注册资本应当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限

度，是按照涉外企业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这

种组织形式，必须符合《公司法》中关于公司注册资本的规

定，而在三个涉外企业法中并未明确，因此这两处并不矛盾

。 税法科目 问：税法教材中的非应税项目是什么意思？是专

门指不计增值税的项目吗？ 答：非应税项目是指对某一税种

来说不需要缴纳的项目，即不属于该税种的征税范围，而不

是减税或免税的项目。以增值税为例，对于应缴营业税的交

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等就属于增值税的非应税项

目。对于其他税种来说，也同样存在不需要缴纳的项目，即

非应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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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