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流动资产 

 

【单选题】下列各项中，企业应通过“其他货币资金”科目核算的是（ ）。 

A.销售商品收到商业承兑汇票 

B.购买办公用品开出现金支票 

C.采购原材料开出银行承兑汇票 

D.用单位信用卡支付管理部门购书款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其他货币资金的核算内容。其他货币资金核算的内容包括：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

用卡存 

款、信用证保证金存款、存出投资款和外埠存款等。选项A，应通过“应收票据”科目核算；选项B，应通过

“银行存款”科目核算；选项C，应通过“应付票据”科目核算。 

 

【单选题】 A企业通过对应收款项的风险进行分析，决定按应收款项余额的一定比例计提坏账准备。“坏账准

备”科目的年初贷方余额为4000元， “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科目的年初借方余额分别为30000元和

10000元。当年，不能收回的应收账款2000元确认为坏账损失。“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科目的年末借方

余额分别为60000元和10000元，假定该企业年末确定的坏账提取比例为10%。该企业年末应提取的坏账准备为

（ ）元。 

A.1000                         B.3000 

C.5000                         D.7000 

答案：C 

解析：该企业年末坏账准备应有余额＝（60 000＋10 000）×10%＝7 000（元）。年初坏账准备贷方余额为4 

000元，本年发生坏账损失2 000元，会计分录为 

借：坏账准备2 000 

              贷：应收账款2 000 

此时坏账准备科目为贷方余额＝4 000－2 000＝2 000（元），所以本年应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年末应有坏账准

备金额－已有坏账准备金额＝7 000－2 000＝5 000（元）。 

 

【单选题】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入乙上市公司股票并通过“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核算，该股票价

款为200万元（其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6万元），另支付交易费用0.5万元，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上注明的增值税税额为0.03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购入股票的初始入账金额为（ ）万元。 

A.194 

B.194.53 

C.200.5 



D.200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交易性金融资产初始入账金额的计算。会计分录如下：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200－6）194 

        应收股利 6 

        投资收益 0.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0.03 

        贷：其他货币资金 200.53 

 

【单选题】关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计量，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时，要按取得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B.应当按取得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交易费用发生时计入投资收益 

C.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所有者权益 

D.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出售价款与初始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益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至处置的账务处理。选项A，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应当按照取得时的公允

价值作 

为初始确认金额，相关的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计入投资收益；选项C，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选项D，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出售价款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确认

为投资收益。 

 

【单选题】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9年12月1日向乙公司销售商品一批，不含税价款20万元，增值税税

额2.6万元；同时以银行存款支付代垫运费1万元，增值税税额0.09万元，上述业务均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全部款项尚未收到。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应确认的应收账款为（ ）万元。 

A.21 

B.22.6 

C.23.69 

D.20 

答案：C 

解析：应收账款的入账金额＝20＋2.6＋1＋0.09＝23.69（万元）。 

会计分录： 

借：应收账款 23.69 

        贷：主营业务收入 2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6 



                银行存款 （1＋0.09）1.09 

 

【单选题】企业现金清查中，对于应由相关责任人赔偿的现金短缺，经批准后应计入（ ）。 

A.管理费用 

B.营业外支出 

C.财务费用 

D.其他应收款 

答案：D 

解析：现金清查中如为现金短缺，应先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贷记“库存现金”科目；按管理权限经

批准后，属于应由责任人赔偿或保险公司赔偿的部分，借记“其他应收款”科目，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

目。 

 

【单选题】企业销售商品收到一张商业汇票时，应借记的会计科目是（ ）。 

A.应收票据 

B.其他货币资金 

C.银行存款 

D.应收账款 

答案：A 

解析：商业汇票包括商业承兑汇票和银行承兑汇票，通过“应收票据”或“应付票据”科目核算。 

此题的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票据 

        贷：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单选题】2024年6月，甲企业将账面余额为28万元（其中：成本25万元、公允价值变动3万元）的交易性金融

资产全部出售，实际收到款项30万元。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因素，甲企业出售该资产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为

（ ）万元。 

A.25 

B.5 

C.30 

D.2 

答案：D 

解析：出售该资产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30－25－3＝2（万元）。 

会计分录： 



借：其他货币资金 3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25 

                                           ——公允价值变动 3 

                投资收益 （30－25－3）2 

 

【单选题】2024年12月初，某企业“应收账款”科目借方余额为600万元，相应的“坏账准备”科目贷方余额为

40万元，本月实际发生坏账损失12万元。2024年12月31日该企业应补提坏账准备22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该

企业2024年12月31日“坏账准备”科目的期末余额为（ ）万元。 

A.50 

B.22 

C.62 

D.40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坏账准备期末余额的计算。期末，坏账准备的应有余额＝40－12＋22＝50（万元）。 

 

【单选题】2024年12月1日，某企业“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科目贷方余额为2万元。12月25日，收回已作坏

账转销的应收账款3万元；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为300万元，经减值测试，“坏账准备——应收账款”科目

贷方应有余额为40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12月31日该企业应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为（ ）万元。 

A.35 

B.40 

C.45 

D.38 

答案：D 

解析：题考查期末计提坏账准备金额的计算。12月25日收回已作坏账转销的应收账款： 

借：应收账款 3 

              贷：坏账准备 3 

借：坏账准备 3 

              贷：信用减值损失 3 

借：银行存款 3 

              贷：应收账款 3 

12月31日，应计提的坏账准备＝40－2＝38（万元）。 

 

【单选题】企业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对存货进行期末计价，按单项存货进行比较。2016年12月31日，

甲、乙、丙三种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分别为：甲存货成本10万元，可变现净值8万元；乙存货成本12万元，可



变现净值15万元；丙存货成本18万元，可变现净值15万元。甲、乙、丙三种存货已计提的跌价准备分别为1万

元、2万元、1.5万元。假定该企业只有这三种存货，2016年12月31日应补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总额为（ ）万元。 

A.－0.5             B.5             C.2             D.0.5 

答案：D 

解析：应补提的存货跌价准备总额等于甲、乙、丙三种货物分别应补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之和，即 

[（10－8）－1]＋（0－2）＋[（18－15）－1.5]＝0.5（万元）。 

 

【单选题】某企业采用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算发出材料成本。2024年3月1日结存甲材料200件，单位成本40

元；3月15日购入甲材料400件，单位成本35元；3月20日购入甲材料400件，单位成本38元；当月共发出甲材料

500件。3月发出甲材料的成本为（ ）元。 

A.18 500 

B.18 600 

C.19 000 

D.20 000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下发出材料的成本计算。月末一次加权平均单位成本＝（200×40＋

400×35＋400×38）/（200＋400＋400）＝37.2（元/件）；所以，发出甲材料的成本＝37.2×500＝18 600

（元）。 

 

【单选题】某企业材料采用计划成本核算，2021年12月1日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是400万元，“材料成本差异”

科目的贷方余额是6万元。本月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是2 000万元，“材料成本差异”科目的借方发生额是12万

元。本月发出材料的计划成本是1 600万元。则该企业2021年12月31日结存材料的实际成本是（ ）万元。 

A.802 

B.800 

C.798 

D.1 604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计划成本法下结存材料实际成本的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6＋12）/（400＋2 000）×

100％＝ 

0.25％，本月发出材料实际成本＝1 600×（1＋0.25％）＝1 604（万元），则2021年12月31日结存材料实际成

本＝（400－6）＋（2 000＋12）－1 604＝802（万元）。 

 

【单选题】某百货公司采用售价金额核算法进行核算。2024年10月初库存商品的进价成本为410万元，售价总额

为500万元，本月购进商品的进价成本为550万元，售价总额为700万元，本月销售收入为600万元。不考虑其他



因素，下列会计处理结果表述不正确的是（ ）。 

A.商品进销差价率为20％ 

B.已销商品应分摊的商品进销差价为120万元 

C.本期销售商品的实际成本为480万元 

D.期末结存商品的实际成本为600万元 

答案：D 

解析：期初库存商品进销差价＝期初库存商品售价－期初库存商品进价成本＝500－410＝90（万元），本期购

入商品进销差价＝本期购入库存商品售价－本期购入库存商品进价成本＝700－550＝150（万元）；商品进销差

价率＝（期初库存商品进销差价＋本期购入商品进销差价）÷（期初库存商品售价＋本期购入商品售价）×

100％＝（90＋150）÷（500＋700）×100％＝20％；本月销售商品应分摊的商品进销差价＝本期商品销售收入

×商品进销差价率＝600×20％＝120（万元）；本期销售商品的实际成本＝本期商品销售收入总额－本期销售

商品应分摊的进销差价＝600－120＝480（万元）； 期末结存商品的实际成本＝期初库存商品的进价成本＋本

期购进商品的进价成本－本期销售商品的成本＝410＋550－480＝480（万元）。 

 

【多选题】关于存货清查，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有（ ）。 

A.盘盈存货应计入营业外收入 

B.存货盘盈或盘亏均应通过“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核算 

C.管理不善造成存货盘亏的净损失应计入管理费用 

D.自然灾害造成存货盘亏的净损失应计入营业外支出 

答案：BCD 

解析：选项A，盘盈存货应冲减管理费用。 

 

【多选题】关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A.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应当按照该金融资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作为其初始确认金额 

B.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所支付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应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

金额 

C.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所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应当在发生时计入投资收益 

D.资产负债表日，交易性金融资产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与账面余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答案：ACD 

解析：选项B，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所支付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

的债券利息的，应计入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 

 

【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应计入加工收回后直接出售的委托方加工物资成本的有（ ）。 

A.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B.支付的委托加工的往返运输费 

C.实际耗用的原材料费用 

D.支付的加工费 

答案：ABCD 

解析：委托加工物资收回后直接出售的，应将材料费用、加工费、运输费以及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计入委

托加工物资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