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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A_A7_E4_BC_9A_E8_c48_82594.htm 第一章：资产计价与

减值 从2003及2004年的考试来看，本章基本上有10分。考点

在各种资产的期末计价方面，难度不大。 案例1 资料：（1

）2001年12月31日，某农机公司库存钢板的账面价值

为1000000元，市场购买价为950000元；用该钢板生产的产成

品数控机床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生产成本。 （2）2001年12

月31日某一规格的钢材在市场上的售价为每吨5000元，假

定2002年3月5日该种规格的钢材市场销售价格升至5600元。 

（3）2001年10月，农机公司同A公司签订了一份销售合同，

双方约定，2002年2月份，农机公司按每台1500000元的价格

向A公司提供数控机床10台。2001年12月31日，该批机床实际

库存为8台，单位成本1100000元，账面价值总额为8800000元

。2001年12月31日，该批数控机床市场销售价格为1510000元

。剩余2台系于2002年1月生产完工。 要求： （1）对资料（1

）中的钢板在资产负债表上应如何列示？ （2）假设资料（1

）中数控机床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生产成本，是否应对钢板

计提减值准备?（不考虑该批钢板购入过程发生的运杂费） 

（3）假定资料（2）中企业持有数控机床的数量为12台，总

账面价值为13200000元。确定以上资料中期末存货的可变现

净值，并说明理由。 （4）假定资料（3）中没有签订销售合

同，确定以上资料中期末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并说明理由。 (

综合题)[本题10.00分] 答案分析是 1．资料（1）涉及原材料可

变现净值的确定。对于用于生产而持有的原材料等，包括原



材料、在产品、委托加工材料等，如果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

可变现净值预计高于成本，则该材料应当按照成本计量。因

为用该钢板生产的产成品数控机床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生产

成本，所以钢板在资产负债表上按其成本1000000元列示： 2

．资料（2）对于用于生产而持有的原材料等，如果其价格的

下降表明产成品的成本将超过可变现净值，则该项原材料应

减计至可变现净值。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原材料重置成本作

为可变现净值的计算基础。重置成本是指目前重新取得相同

存货所需的成本。就外购原材料而言，指重新购置成本，包

括现行采购价格和运杂费等。因此由于最终产品发生了减值

，并且该批钢板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所以应计提存货的

跌价准备，按重置成本950000元列示在2001年12月31 日的资

产负债表的存货项目之中。 3．销售的数量小于企业持有存

货的数量。此时，超出部分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以正 常销售

价格为计算基础。即，在这种情况下，销售合同约定的数量

的存货，应以销售合同所规定的价格作为可变现净值的计算

基础；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以正常销售价格作为

计算基础。所以，对于销售合同约定的10台机床的可变现净

值应以销售合同约定的价格15000000元作为计算基础，而对

于超出部分的2台机床的可变现净值应以正常销售价

格1510000元作为计算基础。 4．没有销售合同或劳务合同约

定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以产成品或商品的一般销 售价格

作为计算基础。此时的存货不包括用于出售的材料等。12台

机床的可变现净值应以正常销售价格1510000元作为计算基础

。 案例2 资料：甲企业、B企业、C企业共同投资建立了D企

业，甲企业拥有30%股份，B企业和C企业各拥有35%的股份



。2002年1月1日C企业将其全部股份转让给了B企业，B企业成

为D企业的母公司，甲企业失去了对D企业的影响力，因而将

该投资改用成本法核算。改按成本法核算时；该项投资的账

面余额是600000元，其中投资成本400000元，损益调整200000

元，未计提减值准备。2002年4月26日D企业宣告分派2001年

度现金股利，甲企业可获得现金股利6000元。 甲企业于2002

年1月2日以520000元购入A企业实际发行在外股数的10%，另

支付相关费用2000元，甲企业采用成本法核算此项投资

。2002年7月2日甲企业再以1800000元购入A企业实际发行在

外的股数的25%，另支付相关费用9000元。至此持股比例

达65%，改用权益法核算此项投资。2002年1月1日A企业所有

者权益合计4500000元，分派的现金股利为400000元。2002年

度净利润为600000元，其中，1-6月份实现净利润为300000元

。甲企业与A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股权投资差额按10年摊

销，并且不考虑追溯调整时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对所得税的

影响。 要求：（1）对于上述投资业务，甲企业应该采用成

本法还是权益法进行核算?并说明理由。 （2）计算2002年底

甲企业的股权投资差额及投资收益，并对以上经济业务进行

会计处理 (综合题)[本题10.00分] 来源：www.examda.com 答案

分析是 1．甲企业在2002年1月1 13前采用权益法核算，2002

年1月1日到2002年7月2日对长期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7月2 

日以后采用权益法核算。理由在于：持股比例是确定 长期股

权投资是采用成本法还是权益法核算的重要依据。一般来说

，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 业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

的，投资企业拥有被投资企业20％以下表决权资本 的，就采

用成本法核算。权益法是将投资最初以投资成本计价，以后



根据投资企业享有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变动对投资

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方法。一般来说，当投资企上对被投

资企业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时，投资企业拥有被

投资企业表决权资本总额的20％或20％以上，或者尽管投资

不足20%但具有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应采用权益法核

算。 2．（1）权益法转为成本法。 在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

的持股比例下降，或其他原因对被投资企业不再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时，应当中止采用权益法，改按成本法

进行核算。投资企业应在中止采用权益法时，按投资的账面

价值（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扣除减值准备）作为投资成

本，与该项长期股权投资有关的资本公积准备项目，不做任

何处理。转为成本法后，当被投资企业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

时，属于已计提投资账面价值的部分，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

，冲减投资成本。 本案例中甲企业将权益法转为成本法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D企业 60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D企业(投

资成本) 400000 D企业(损益调整) 200000 D企业宣告分派股利

时： 借：应收股利 6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D企业 6000 （2）

成本法转为权益法。 在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增

加，或其他原因对被投资企业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

响时，投资企业应在中止采用成本法，而改用权益法核算此

项投资，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时，应按追溯调

整后的长期股权账面价值加上追加投资成本等作为初始成本

。 2002年1月1 日甲企业对A企业投资时： 借：长期股权投

资A企业 （520000 2000）522000 贷：银行存款 522000 2002年

宣告分派股利时： 借：应收股利 4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A企

业 40000 2002年7月2日再次投资时： 第一，对原按成本法核



算的对A企业投资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原投资的账面价值

。 2002年投资时产生的股权投资差额=522000-4500000×10

％=72000（元） 2002年1-6月份应摊销的股权投资差额=72000

÷10÷2=3600(元) 2002年1-6月份应确认的投资收益=300000

×10％=30000(元) 成本法改为权益法的累积影响

数=30000-3600=26400(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A企业(投资成本)

410000 A企业(股权投资差额) 68400 A企业(损益调整) 30000 贷

：长期股权投资A企业 48200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26400 第二

，追加投资。 借：长期股权投资A-Z业(投资成本) 1809000 贷

：银行存款 1809000 计算再次投资的股权投资差额： 股权投

资差额=1809000-（4500000-400000 300000）×25％

=1809000-1100000=709000（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A企业（

股权投资差额） 709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A企业（投资成本

） 709000 股权投资差额按10年摊销，由于2002年1-6月已经摊

销了6个月，尚可摊销月份为114个月。 2002年7~12月应摊销

：（68400 709000）÷114~6=40916（元） 借：投资收益股权

投资差额摊销 40916 贷：长期股权投资A企业（股权投资差额

） 40916 计算2002年712月应享有的投资收益： 投资收

益=300000×35%=105000（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A企业（损

益调整) 105000 贷：投资收益股权投资收益 105000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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