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某公司本年 10 月 31 日银行存款账目余额为 3 千万元，银行存款

对账单余额为 30 005 000 元，经过核实，有以下未达账项：

30 日，开出支票支付赔款 6 000 元，投保人尚未去银行转账。

31 日上午，收到购货方用支票交来的货款 4 000 元，已送银行，但银

行尚未入账。

30 日，某购货方通过银行支付货款 6 000 元，银行已入账，该公司尚

未获得凭证入账。

31 日，银行通过转账支付购买原材料费用 3 000 元，公司尚未入账。

答：

则该公司实际应有的银行存款数额

=30 000 000+6000-3000=30 003 000

=30 005 000+4000-6000=30 003 000

2、某企业 2008 年 9 月 1 日销售一批产品给 A 公司，货已发出，发

票注明的销售收入 100000 元，增值税额为 17000 元，收到 A 公司交

来的商业承兑汇票一张，期限为 6 个月，票面利率为 10%。

（1）假如到期收回货款，则作出所有相关分录（共 3 个）

（2）若到期收不回货款，则作出所有相关分录。

答：（1）收到票据时

借：应收票据                                 117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 000

2）（期末）年度终了，计提票据利息



票据利息=117 000×10%×4÷12 =3 900 元

借：应收票据    3 900

   贷：财务费用      3 900

（3）票据到期收回票据款

收款金额=117 000（1+10%÷12×6）=122 850 元

2009 年计提的利息=117 000×10%×2÷12=1 950 元

借：银行存款      122 850

  贷 ：应收票据       120 900

       财务费用         1 950

3、某企业第一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100 000 元，第二年和第三年没

有发生坏账损失，第二年末和第三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250 000

元和 220 000 元，该企业第四年 5 月发生坏账损失 1 200 元，第四年

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200 000 元，假如该企业按应收账款的 5‰提取坏

账准备金。

答：（1）第一年末估计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总额 

=100 000×5‰=500 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500

  贷：坏账准备       500

（2）第二年末估计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总额

=250 000×5‰=1 250 元

第二年应补提=1 250－500=750 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750

  贷：坏账准备              750

（3）第三年末估计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总额

=220 000×5‰=1 100 元

第三年应提取=1 100－1 250 =－150 元

借：坏账准备     150

  贷：资产减值损失  150

（4）第四年 5 月实际发生坏账时：

借：坏账准备    1 200

  贷：应收账款       1 200

（5）第四年末估计可能发生的坏账损失总额

=200 000×5‰=1 000 元

第四年末应补提=1 000+100=1 100 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1 100

  贷：坏账准备        1 100

4、某工业企业原材料日常核算按实际成本计价，该企业 5 月发生以

下业务：

答：(1)1 日，从本地购入原材料一批，材料价款为 5 000 元，增值税

率为 17%，材料已验收入库，货款以银行存款支付。

借：原材料                           5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850

   贷：银行存款                          5 850



(2)3 日，从外地采购原材料一批，发票账单等结算凭证已到，材料价

款为 10 000 元，增值税率为 17%，货款已用商业汇票方式支付，但

材料尚未到达。

借：在途物资                       1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 700  

  贷：应付票据                         11 700

（3) 6 日，上述在途材料已经运达，并验收入库。

借：原材料        10 000

  贷：在途物资        10 000

（4）13 日，从外地购入原材料一批，材料已验收入库，但结算凭证

未到，货款尚未支付，暂估价 50 000 元。

13 日不作会计分录，5 月 31 日按暂估价入账如下：

借：原材料                  50 000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    50 000

6 月 1 日编制红字记账凭证冲回入账分录：

借：原材料                  （50 000）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    （50 000）

（5)6 月 2 日，收到上述结算凭证并支付货款及增值税。

借；原材料                         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8 500

贷：银行存款                         58 500

  （



6）某企业基本生产车间完成一批产成品，已验收入库，其实际成本

为 180 000 元。

借：库存商品              180 000

  贷：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  180 000

   （7）委托甲加工一批 A 材料，1 日发出初始材料，成本为 50 000

元。9 日支付加工费 30 000 元，乙适用的增值税率为 17%，A 是消

费税应税产品，适用的消费税率为 10%，28 日收回，若委托加工的 A

材料收回后用于直接销售。

1 日发出材料时：

借：委托加工物资 50 000

  贷：原材料 50 000

9 日支付加工费：

消费税=（30 000+50 000）÷（1-10%）×10%=8888.89

借：委托加工物资                   38 88 8.89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 100

  贷：银行存款                            43 988.89

或   

借：委托加工物资       30 000

  贷：银行存款             30 000

借：委托加工物资                   888 8.89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 100

  贷：银行存款                          1 398 8.89



28 日收回材料：



借：原材料     8 888 8.89

  贷：委托加工物资 8 888 8.89

5、3 月 1 日，期初结存 500 件，单价 10 元，金额合计 5000 元；

2 日购入存货 300 件，单价 11 元，

 3 日发出 200 件，其中 100 件为期初结存，另 100 件为 2 日购入，

                                  6 日购入 200 件，单价 15 元，

7 日发出 100 件，全部属于 6 日购入，

                                10 日购进 200 件，单价 10 元，

                                14 日购入 500 件，单价为 12 元

15 日发出 50 件，全部为 2 日购入，

20 日发出 300 件，150 件是 2 日购入，150 件为 14 日购入，

                                  22 日购进 100 件，单价 13 元，

27 日发出 500 件，其中 100 件为 22 日购入，400 件为期初结存。

用前三种方法计算发出及期末结存存货成本。

答：

（1）个别计价法：

发出存货成本：

3 日：100×10+100×11=2 100      7 日：100×15=1 500

15 日：50×11=550               20 日：150×11+150×12=3 450

27 日：100×13+400×10=5 300

发出存货成本=2 100+1 500+550+3 450+5 300=12 900



期末结存存货成本=5 000+300×11+200×15+200×10+500×12+

100×13-12 900=7 700

（2）先进先出法：

发出存货成本

3 日：200×10=2 000    7 日：100×10=1 000

15 日：50×10=500     20 日：150×10+150×11=3 150

27 日：150×11+200×15+150×10=6 150

发出存货成本=2 000+1 000+500+3 150+6 150=12 800

期末结存存货成本=50×10+500×12+100×13=7 800

（3）加权平均法：

加权平均单位成本=（ 5000+300× 11+200× 15+200× 10+500×

12+100 × 13 ） ÷ （ 500+300+200+200+500+100 ） =20 600 ÷ 1 

800=11.44

期末结存存货成本=650×11.44=7 436

发出存货成本=20 600-7 436=13 164

6、例：某公司 4 月发生如下采购业务

1）2 日购入一批原材料，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款为 50 000 元，税

率为 17%，货款已通过银行转账，材料已验收入库，该批原材料的

计划成本为 49 800 元。（若该批材料的计划成本为 51 000 元）。

①借：材料采购                       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8 500

  贷：银行存款                         58 500



借：原材料                49 800

材料成本差异—原材料     200

  贷：材料采购                50 000

或：

借：原材料         49 800

  贷：材料采购—原材料 49 800

借：材料成本差异—原材料  200

  贷：材料采购                200

②若计划成本为 51 000 元，则分录为：

借：原材料             51 000

  贷：材料采购            50 000

材料成本差异—原材料   1 000

注：也可以分开写

2） 17 日购入一批原材料，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价款为 20 000 元，

税率为 17%，货款已通过银行转账，材料尚在途中，该批原材料的

计划成本为 22 000 元。 

借：材料采购                       2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 400

贷：银行存款                         23 400

3）21 日购入一批原材料，材料已到达并验收入库，结算凭证尚未到

达，该批原材料的计划成本为 14 800 元。

因为结算凭证尚未到，所以先不作分录。



4）26 日，17 日购入的原材料到达并验收入库。

借：原材料             22 000

  贷：材料采购             20 000

      材料成本差异—原材料  2 000

5）30 日，21 日购入的原材料的结算凭证仍未到达

借：原材料                14 800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 14 800

5 月 1 日，将其用红字冲回：

借：原材料                （14 800）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 （14 800）

7、企业用于生产甲产品的 A 材料，其账面成本为 20 000 元，市场价

格为 18 200 元， A 材料价格下降导致的甲产品售价由 32 000 元下

降为 29 800 元，将 A 材料加工成甲产品需投入加工成本 6 500 元，

估计销售费用及税金为 1 500 元， A 材料应计提多少跌价准备？

  若将 A 材料加工成甲产品需投入加工成本 7 500 元，估计销售费用

及税金为 2 500 元，则应计提多少跌价准备？作出相关分录

（1）A 材料的可变现净值为：

29 800-6 500-1 500=21 800

A 材料的账面成本为 20 000 元，由于可变现净值大于成本，因此

A 材料不计提跌价准备。

（2）29 800-7 500-2 500=19 800



19 800＜20 000

因此应计提 200 元的跌价准备：

借：资产减值损失     200

  贷：存货跌价准备      200

8、某存货成本为 20 000 元，2005 年底可变现净值变为 18 000 元，

计提跌价准备 2 000 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2 000

  贷：存货跌价准备          2 000

2006 年销售一批存货，转出跌价准备 800 元，该存货账面成本为 13 

000 元，可变现净值为 11 000 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800

贷：存货跌价准备         800

2007 年销售一批存货，转出跌价准备 200 元，该存货账面成本为 12 

000 元，可变现净值为 10 500 元。

借：存货跌价准备 300

  贷：资产减值损失  300

2008 年该存货账面成本为 12 000 元，可变现净值变为 11 500 元。

借：存货跌价准备     1 000

  贷：资产减值损失       1 000

2009 年底，存货价值上涨至 12 200，大于成本，则做出所有相关分

录。



借：存货跌价准备     500

  贷：资产减值损失      500

9、（1）华峰公司 2008 年 1 月 1 日按 65 000 元价格购入华联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的面值为 60 000 元、期限为 3 年、票面利率

为 5%、每年 12 月 31 日付息、到期还本的债券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另支付交易费用 1 000 元，购买价格中含已到付息期但尚未支付的利

息 3 250 元。款项以存入证券公司投资款支付。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华联公司债券（成本）64 000

应收利息                             3 250    

投资收益                             1 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                          68 250

（2）2008 年 3 月 1 日华峰公司领取利息存入银行。

借：银行存款      3 250

  贷：应收利息        3 250

（3）2008 年 12 月 31 日按票面利率 5%计算利息，当日债券的公允

价值为 72 000 元。

借：应收利息     3 000

  贷：投资收益       3 000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华联公司债券（公允价值变动）8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8 000

（4）2009 年 1 月 3 日销售 1/3 债券，得价款为 31 000 元，其中含已

到付息期尚未发放的利息。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16242204243010114

https://d.book118.com/31624220424301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