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学原理必刷题六：会计核算基础

单项选择题

1. [单选]

为了将本企业经济活动与其他企业经济活动加以区分，企业在核算时所建立的基本前提是（　　）。
（A）会计主体 （B）持续经营

（C）会计分期 （D）货币计量

2. [单选]

将一个会计主体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人为划分成若干个相等的会计期间，指的是（　　）。
（A）会计主体 （B）持续经营

（C）会计分期 （D）货币计量

3. [单选]
在可预见的未来，会计主体不会破产清算，所持有的资产将正常营运，所负有的债务将正常偿还，这属于
（　　）。
（A）会计主体假设 （B）持续经营假设

（C）会计分期假设 （D）货币计量假设

4. [单选]

在会计假设中，明确会计确认和报告空间范围的是（　　）。
（A）会计主体 （B）持续经营

（C）会计分期 （D）货币计量

5. [单选]

会计核算应当以企业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为对象，记录和反映企业本身的各项经济活动，这是界定了会计核算的
（　　）。
（A）业务范围 （B）空间范围

（C）时间范围

6. [单选]

会计核算使用的主要计量单位是（　　）。
（A）实物计量 （B）劳动计量

（C）货币计量

7. [单选]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会计核算的前提不包括（　　）。
（A）法律主体 （B）持续经营

8. [单选]

会计分期是从（　　）前提（假设）中引申出来的。
（A）持续经营 （B）会计主体

（C）货币计量 （D）权责发生制

9. [单选]
解决资产计价、收益确认和费用分摊等问题的基本前提是（　　）。
（A）会计主体 （B）持续经营

（C）会计分期 （D）货币计量



10. [单选]

下列关于会计核算基本前提表述正确的是（　　）。
（A）会计主体明确了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 （B）货币计量明确了会计核算的时间范围

（C）会计分期是货币计量假设的必然结果 （D）持续经营是对会计核算时间范围的具体划分

11. [单选]

在会计假设中,界定会计核算的范围和明确会计人员应有的基本立场是（　　）。
（A）明确会计主体 （B）持续经营假设

（C）会计分期假设 （D）货币计量假设

12. [单选]

会计对经济活动进行综合反映, 主要是利用（　　）。
（A）实物量度 （B）劳动量度

（C）货币量度 （D）工时量度

13. [单选]

以下不属于会计基本假设的是（　　）。
（A）会计主体 （B）实物计量

（C）持续经营 （D）会计分期

14. [单选]

由于有了（　　）假设, 才产生了本期和其他期间的差别, 从而出现了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的区别。
（A）会计主体 （B）配比原则

（C）会计分期 （D）持续经营

15. [单选]

下列各项中，体现谨慎性要求的是（　　）。
（A）对固定资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B）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C）高估资产、低估负债 （D）将融资租入的使用权资产作为自有资产核算

16. [单选]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甲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采用新的财务报表格式进行列报，因部分财务报表列报项目
发生变更，甲公司对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可比期间的数据按照变更后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了调整。甲公司的
上述会计处理体现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　　）。
（A）实质重于形式 （B）权责发生制

（C）可比性 （D）谨慎性

17. [单选]

关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下列各项表述中不正确的有（　　）。
（A）谨慎性要求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
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B）及时性要求企业对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及时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不得提前或延后

（C）重要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
事项，只从金额大小来判断

（D）实质重于形式要求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不仅仅以交
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据

18. [单选]

企业将租入的资产（短期租赁和低值资产租赁除外）按使用权资产进行核算与管理，遵循的是（　　）要求。



（A）谨慎性 （B）实质重于形式

（C）可比性 （D）重要性

19. [单选]

某企业 2023 年 9 月份购入一台不需安装的设备，因暂时不需用，截至当年年底该企业会计人员尚未将其入账，
这违背了（　　）要求。
（A）重要性 （B）客观性

（C）及时性 （D）明晰性

20. [单选]

下列对重要性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A）对重要会计事项，必须按照规定的会计方法和程序进行处理，并在财务报告中予以充分、准确的披露。

（B）对于次要的会计事项，在不影响会计信息真实性和不至于误导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正确判断的前提下，可
适当简化处理。

（C）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事项。

（D）在评价某些项目的重要性时，不是取决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21. [单选]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或现在的情况作出评价，对未来的情况作出预测，
这体现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　　）。
（A）可靠性 （B）相关性

（C）可理解性 （D）可比性

22. [单选]

下列各项中，体现谨慎性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表述是（　　）。
（A）对已售商品的保修义务确认预计负债。 （B）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便于理解和使用。

（C）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交易，应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不得随意变更。

（D）及时将编制的财务报告传递给使用者。

23. [单选]

对应收款项在会计期末提取坏账准备金这一做法体现的原则是（　　）。
（A）配比原则 （B）重要性原则

（C）谨慎性原则 （D）客观性原则

24. [单选]

在下列业务中，体现了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是（　　）。
（A）提取坏账准备 （B）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C）经营性租赁 （D）融资租货的固定资产确认为资产

25. [单选]

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事项，应当采取一致的会计政策，不得随意变更，体现的会计信
息质量要求是（　　）。
（A）相关性 （B）谨慎性

（C）可比性 （D）可理解性

26. [单选]

会计信息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体现的信息质量要求是（　　）。
（A）可靠性 （B）相关性

（C）可比性 （D）实质重于形式



27. [单选]

企业取得或生产制造某项财产物资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属于（　　）。
（A）现值 （B）重置成本

（C）历史成本 （D）可变现净值

28. [单选]

盘盈固定资产时初始入账价值的计量属性是（　　）。
（A）可变现净值 （B）公允价值

（C）重置成本 （D）现值

29. [单选]

某企业生产甲产品，已经生产的半成品账面价值为 4000 元，预计进一步加工需要花费 800 元，销售出去还要发
生相关税费 400 元，经过调查发现甲产品的市场售价为 5000 元，则该半成品的可变现净值是（　　）元。
（A）4000 （B）3800

（C）5000 （D）2800

30. [单选]

下列不属于企业资产的是（　　）。
（A）短期租赁租入的设备 （B）存货

（C）固定资产 （D）半成品

31. [单选]

下列不能作为费用核算的是（　　）。
（A）已销产品的成本 （B）职工薪酬

（C）罚款支出 （D）利息支出

32. [单选]
关于利润，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

（B）利润反映的是收入减去费用、利得减去损失后的净额

（C）企业当期的亏损，不一定引起所有者权益减少 （D）企业当期的盈利，会引起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33. [单选]

负债是指企业由于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
（A）过去义务 （B）现时义务

（C）将来义务 （D）潜在义务

34. [单选]

下列各项中，符合会计要素收入定义的是（　　）。
（A）出售材料收入 （B）出售无形资产净收益

（C）转让固定资产净收益 （D）向购货方收取的增值税销项税额

35. [单选]

下列项目中不属于无形资产的是（　　）。
（A）商标 （B）专利

（C）土地使用权 （D）房产

36. [单选]

下列各项资产中，属于流动资产的是（　　）。



（A）无形资产 （B）应收及预付款项

（C）长期股权投资 （D）固定资产

37. [单选]

下列属于企业资产的是（　　）。
（A）应付账款 （B）应付票据

（C）预收账款 （D）预付账款

38. [单选]

下列项目中属于流动资产的是（　　）。
（A）预收账款 （B）应收账款

（C）应付利息 （D）短期借款

39. [单选]

下列各项中,属于负债的是（　　）。
（A）待摊费用 （B）预提费用

（C）管理费用 （D）财务费用

40. [单选]

凡为取得本期收益而发生的支出, 即支出的效益仅与本会计年度相关的,应作为（　　）。
（A）收益性支出 （B）资本性支出

（C）营业性支出 （D）营业外支出

41. [单选]

下列属于收益性支出的是（　　）。
（A）在建工程人员的工资支出 （B）购买办公用品支出

（C）购入的机器设备支出 （D）购买生产用汽车支出

42. [单选]

企业的资产按照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则是采用（　　）计量。
（A）现值 （B）公允价值

（C）历史成本 （D）重置成本

43. [单选]

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当采用（　　）计量属性。
（A）可变现净值 （B）公允价值

（C）历史成本 （D）重置成本

44. [单选]

下列（　　）属于资本性支出。
（A）购入材料的支出 （B）生产用水电费

（C）购入的机器设备支出 （D）购置办公用品支出

45. [单选]

下列关于权责发生制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权责发生制是指以取得收取款项的权利或支付款项的义务为标志来确定本期收入和费用的会计核算基础。

（B）权责发生制要求，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在当期收付，也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C）权责发生制要求，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或者应当负担的费用，无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当
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D）权责发生制要求，凡是本期收到的收入和付出的费用，不论是否属于本期，都应作为本期的收入和费用。



46. [单选]

以下经济业务中，按照权责发生制应计入当期收入的是（　　）。
（A）本月收到甲企业上月的货款。 （B）本月销售给乙企业商品一批，款项尚未收回。

（C）本月收回去年支付给乙企业的保证金。 （D）本月收到甲企业预付下月的货款。

47. [单选]

甲公司 2022 年 12 月的办公楼的租金费用 200 万元，用银行存款支付 180 万元，20 万元未付。按照权责发生制
和收付实现制分别确认费用（　　）万元。
（A）180、20 （B）20、180

（C）200、180 （D）180、200

48. [单选]

下列各项中，关于会计核算的基础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或者应当负担的费用，无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
费用，属于权责发生制。

（B）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在当期收付，也不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属于权责发生
制。

（C）我国企业可以选择按权责发生制或收付实现制进行会计核算，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D）政府会计中的预算会计核算采用收付实现制，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49. [单选]

下列会计处理方法中，符合权责发生制要求的是（　　）。
（A）销售产品的收入只有在收到款项时才予以确认。

（B）产品已销售并符合收入确认条件，货款未收到也应确认收入。

（C）厂房租金只能在支付时计入当期费用。 （D）职工薪酬只能在支付给职工时计入当期费用。

50. [单选]

A 企业 1 月与 S 企业签订销售合同，之后 A 企业于 2 月 25 日确认销售商品 10000 元，于 3 月 1 日收到货款并
存入银行，按照权责发生制核算时，A 企业该项收入属于（　　）。
（A）3 月 （B）4 月

（C）1 月 （D）2 月

51. [单选]

在权责发生制下，下列支出应列入本期费用的是（　　）。
（A）用银行存款支付上月保险费。 （B）用银行存款支付下月保险费。

（C）用银行存款支付本月保险费。 （D）用银行存款支付欠的保险费。

52. [单选]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视为企业自有资产核算，体现了会计的（　　）。
（A）配比原则 （B）权责发生制原则

（C）收付实现制原则 （D）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多项选择题

1. [多选]

下列各项中，属于会计基本假设的有（　　）。
（A）会计主体 （B）会计分期

（C）实质重于形式 （D）货币计量 （E）持续经营



2. [多选]

下列各项中，可确认为会计主体的有（　　）。
（A）子公司 （B）销售部门

（C）集团公司 （D）母公司 （E）合伙企业

3. [多选]

会计主体假设解决并稳定了（　　）。
（A）会计核算的时间范围 （B）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

（C）会计核算的计量属性

（D）会计为谁记账 （E）划定会计所要处理的各项交易或事项的范围

4. [多选]

下列各项中，属于会计主体的有（　　）。
（A）分公司 （B）子公司内设机构

（C）分公司内设机构 （D）子公司 （E）有限责任公司

5. [多选]

下列可以作为一个会计主体进行会计核算的有（　　）。
（A）母公司及其子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 （B）独资企业

（C）企业的生产车间 （D）企业的销售机构 （E）合营企业

6. [多选]

关于会计基本假设，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A）会计主体是指会计核算和监督的特定单位或组织 （B）持续经营明确了会计核算的时间范围

（C）会计分期有利于分期结算账目和编制会计报表

（D）货币计量能够全面地反映单位的生产经营和业务收支等情况 （E）货币计量则为会计核算提供了必要手段

7. [多选]

下列属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原则有（　　）。
（A）谨慎性原则 （B）相关性原则

（C）配比原则 （D）可理解性原则 （E）及时性原则

8. [多选]

谨慎性原则要求会计人员在选择会计处理方法时（　　）。
（A）不高估资产 （B）不低估资产

（C）不预计可能发生的收益 （D）确认一切可能发生的损失 （E）不高估负债

9. [多选]

下列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中，体现“可比性”的是（　　）。
（A）不同企业发生的相同或相似的经济业务，应当采用规定的会计政策以确保会计信息口径一致

（B）对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应当及时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C）同一企业对于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相似的经济业务，应当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不得随意变更

（D）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E）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事项

10. [多选]

下列会计事项中，体现谨慎性原则的是（　　）。
（A）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B）企业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 （C）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D）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E）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1. [多选]

下列各项关于企业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企业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也不低估负债或费用

（B）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相互可比 （C）企业应当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

（D）企业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 （E）企业应当如实反映符合确认和计量
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

12. [多选]

谨慎性要求会计人员在选择会计处理方法时（　　）。
（A）不高估资产和收益 （B）不低估负债和费用

（C）高估资产和收益 （D）设置秘密准备 （E）低估负债和费用

13. [多选]
下列各项中，关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表述正确的有（　　）。
（A）重要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
事项

（B）可理解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便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C）谨慎性要求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
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

（D）相关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 （E）实质重于形式
要求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应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
据

14. [多选]

下列不属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有（　　）。
（A）货币计量 （B）谨慎性

（C）可比性 （D）权责发生制 （E）可靠性

15. [多选]
下列项目中，属于会计计量属性的是（　　）。
（A）历史成本 （B）重置成本

（C）可变现净值 （D）公允价值 （E）现值

16. [多选]

下列各项中，属于资产的确认条件的有（　　）。
（A）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 （B）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C）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D）该资源的成本或者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E）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17. [多选]

下列各项中，企业应确认为负债的有（　　）。
（A）向银行借入的 3 个月款项 （B）因购买材料应付未付的款项

（C）为销售商品而预收的定金 （E）因购买材料而预付的款项

（D）因销售商品而应收的款项

18. [多选]

下列各项中，关于会计计量属性的表述正确的有（　　）。



（A）盘盈的固定资产应按重置成本确定其入账价值 （B）期末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进行计量

（C）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D）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E）现值计量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因素的影响

19. [多选]
下列各项中，不考虑其他因素，符合收入定义的有（　　）。
（A）提供服务收入 （B）销售商品取得的收入

（C）销售材料取得的收入 （D）出售固定资产取得的净收益 （E）包装物出租收入

20. [多选]

属于流动负债的有（　　）。
（A）库存商品 （C）短期借款 （E）应收账款

（B）应付账款 （D）预收账款

21. [多选]
企业取得收入时可能会影响到的会计要素有（　　）。
（A）资产 （B）负债

（C）所有者权益 （D）费用 （E）利润

22. [多选]

在下列经济业务中，作为收入核算的有（　　）。
（A）出租固定资产的租金收入 （B）出售材料的收入

（C）投资者投入的资本 （D）销售产品取得的收入 （E）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

23. [多选]

下列属于所有者权益的是（　　）。
（A）盈余公积 （B）未分配利润

（C）预收账款 （D）实收资本 （E）资本公积

24. [多选]

关于收入的说法，正确的有（　　）。
（A）收入最终能导致企业所有者权益增加

（B）收入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入企业，该流入不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C）收入是企业在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

（D）收入可以表现为资产减少、负债增加或两者兼有 （E）收入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

25. [多选]

利润是企业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包括（　　）。
（A）营业利润 （B）利润总额

（C）所得税 （D）净利润 （E）期间费用

26. [多选]

下列各项中，属于负债基本特征的有（　　）。
（A）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B）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

（C）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D）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E）未来流出的经济利益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27. [多选]

下列各项资产中，属于流动资产的有（　　）。



（A）无形资产 （B）银行存款

（C）固定资产 （D）库存商品 （E）原材料

28. [多选]

以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下列各项不属于本期收入或费用的有（　　）。
（A）本期支付下期的租房租金 （B）本期预收的货款

（C）本期支付上期的租房租金

29. [多选]

对于收入和费用归属期的确认，在会计处理上有（　　）。
（A）权责发生制 （B）永续盘存制

（C）实地盘存制 （D）收付实现制 （E）实质重于形式

30. [多选]

根据权责发生制，12 月发生的下列业务影响本期收入或费用的有（　　）。
（A）赊销商品 10 万元 （B）收回上月的应收账款 6 万元存入银行

（C）计提办公设备折旧 5 万元

（D）预付明年的财产保险费 12 万元 （E）支付本月的广告费用 10 万元

31. [多选]

下列各项中，在收付实现制下，应当确认为本期收入的有（　　）。
（A）收到本期销售商品的货款12万元 （B）预收下一年的仓库租金6万元

（C）销售材料价款总计6万元，款项下年到账

（D）收到上年度银行存款利息1万元 （E）收回客户上月所欠的货款4万元

32. [多选]

企业应当按照（　　）确认当期费用。
（A）及时性原则 （B）权责发生制原则

（C）配比原则 （D）可靠性原则 （E）收付实现制原则

判断题

1. [判断]

会计基本假设是对会计核算时间和空间范围以及所采用的主要计量单位等所作的合理假定，是企业会计确认、计
量、记录和报告的前提。（　　）

2. [判断]

权责发生制基础下，企业本期付出的现金或银行存款一定与本期费用相关。（　　）

3. [判断]

会计主体是指会计工作服务的特定对象，是企业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空间范围。（　　）

4. [判断]

会计核算的基础，是指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基础，包括实地盘点法和技术推算法。（　　）

5. [判断]

权责发生制，是指以取得收取款项的权利或支付款项的义务为标志来确定本期收入和费用的会计核算基础。
（　　）

6. [判断]
企业在采用历史成本的情况下，要求对企业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等项目的计量应当基于经济业务的实际交
易成本，而不考虑随后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　　）

7. [判断]



在可变现净值计量下，资产按照其正常对外销售所能收到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

8. [判断]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
格。（　　）

9. [判断]

企业因自然灾害毁损固定资产发生净损失 5 万元，应将其确认为费用。（　　）

10. [判断]
采用重置成本计量时，资产按照现在购买相同或者相似资产所需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　　）

11. [判断]

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　　）

12. [判断]

所有者权益是指企业投资人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权。（　　）

13. [判断]

会计主体是指企业法人。（　　）

14. [判断]

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的要求，凡是本期实际收到款项的收入和付出款项的费用，不论是否归属于本期，都应当作
为本期的收入和费用处理。（　　）

15. [判断]

会计主体假设为会计核算确定了空间范围，会计分期假设为会计核算确定了时间范围。（　　）

16. [判断]

收入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入企业，凡是经济利益的流入都会形成企业的收入。（　　）

17. [判断]

谨慎性要求企业不高估负债或费用、不低估资产或收益。（　　）

18. [判断]

企业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

19. [判断]

可比性要求不同企业和同一企业在不同的会计期间应当采用一致的处理方法，任何情况都不得变更。（　　）

20. [判断]

权责发生制原则是指将一个会计期间的收入和所发生的费用配合起来进行比较，从而计算出本期的损益。
（　　）

21. [判断]

企业的投入资本就是企业的注册资本。（　　）

22. [判断]

收入的特点之一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总流入，所以企业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
流入均不构成收入。（　　）

23. [判断]

会计计量只能使用货币量度。（　　）

24. [判断]

根据会计核算的谨慎性原则，会计核算可以将预计很可能发生的费用、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

25. [判断]

会计主体是指进行会计工作的工作人员。（　　）

26. [判断]

会计主体就是法律主体。（　　）



27. [判断]

会计主体所核算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包括其他企业或投资者个人的其他生产经营活动。（　　）

28. [判断]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规定，企业的收入包括销售商品的收入、提供劳务的收入、他人使用本企业资
产的收入和营业外收入。（　　）

名词解释题

1. [名词解释]

会计主体是指会计工作为其服务的特定单位或组织。

2. [名词解释]

历史成本是指企业在取得资产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

3. [名词解释]

权责发生制是以权利和责任的发生来决定收入和费用归属期的一种会计核算基础。

4. [名词解释]

持续经营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企业将会按当前的规模和状态继续经营下去，不会停业，也不会大规模削减业
务。

5. [名词解释]
会计分期是指将一个企业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划分为一个个连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

6. [名词解释]

可比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具有可比性。

7. [名词解释]

收付实现制是以款项的实际收付为标准来确定本期收入和费用的一种会计核算基础。

简答题

1. [简答]
什么是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的来源包括哪些内容?

2. [简答]

会计基本假设的内容及相互关系如何?

3. [简答]

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有哪些区别?

计算题

1. [计算]

来企业5月份发生的经济业务如下表所示。

经济业务(5月份) 权责发生制 收付实现制

收入 费用 收入 费用

(1)用银行存款 1200 元预付下年年报刊费 1200

(2)计提本月银行借款利息 450 元 450

(3)计提本月管理部门固定资产折旧 620 元 620

(4)收到上月销售产品货款 14000 元 14000



经济业务(5月份) 权责发生制 收付实现制

(5)销售产品价款 6000 元并存入银行 6000 6000

(6)销售产品价款 80000 元,其中 5000 元收到存入银行,余款暂欠 80000 5000

合计 86000 2270 25000 1200

要求:分别按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计算本月的收人和费用。

2. [计算]

甲企业2022年12月31日部分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资料如下表所示。

资产 金额/元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金额/元

银行存款 26800 短期借款 48000

应收账款 35000 长期借款 26000

原材料 22000 实收资本 260000

库存商品 20000 盈余公积 9800

固定资产 240000

总计 343800 总计 343800

该企业2023年1月发生部分经济业务如下:
(1)销售产品一批,货款28000元,尚未收到 (增值税略)。 (2)结算本月应付行政管理部门职工工资、5000、元。
要求:
(1)根据表中资料,计算并列出2022年12月31日会计等式。 (2)根据表中资料及2023年1月发生的经济业务,计算并
列出2023年1月31日扩展的会计等式。 (3)根据表中资料,分别计算2022年12月份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净资产
及存资等项目的金额。 (4)计算2023年1月31日流动负债、长期负债的金额。

3. [计算]

根据下列资料，分别按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对本月的费用加以确认，并计算出费用总额。 (1)本月负担以前
月份已经预付的费用2700元。 (2)本月负担须在下月份支付的费用1200元。 (3)本月支付并应负担的费用1480
元。 (4)预付应由下月份负担的费用2840元。 (5)支付上月份已经负担的费用9260元。

4. [计算]

2023年3月31日A公司资产、负债以及部分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期末余额如下表所示。

账户名称 期末余额 账户名称 期末余额

库存现金 2800 短期借款 39000

银行存款 120000 应付账款 24000

应收账款 33000 应交税费 1000

原材料 52200 长期借款 30000

长期股权投资 190000 盈余公积 23000

固定资产 250000 资本公积 0

累计折旧 48000 利润分配 100000

该公司未设置具有双重性质的债权债务结算账户。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计算该公司3月31日下列指标的金额。
(1)货币资金。 (2)流动资产总额。 (3)固定资产净值。 (4)流动负债总额。 (5)实收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