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中级会计职称会计实务知识点总结：第十章会计师资

格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8/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4_B8_AD_c44_548575.htm 第十章 负债 一、主要账务处理

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的计提是没有什么难度的，基本

上不会考查的太深，因为职工薪酬的计提是成本会计的内容

了，教材中都没有涉及多爱后，所以一般的知道就可以了，

比如直接是生产第一线的人，那人工支出肯定就是企业生产

产品的成本支出了，因为属于必须的人力投入，薪酬计入成

本没有什么好说的。其他的人就不一定了，比如说销售人员

和管理人员，这个本身就和产品没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

不管产品生产多少、生产不生产都是要发生管理费用和销售

费用的，因此这个费用，所以叫做期间费用，也就是每人要

的孩子，跟哪个产品都有关系，那最终结果就是跟谁也没有

关系。这部分人的薪酬就是在企业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中

核算了。 非货币性职工薪酬 其实非货币性职工薪酬就是把外

购的、自产的、委托加工的用于个人消费的情况，有的人习

惯上把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联系在一起，认为集体福利就是

个人消费，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主要区别是在税法上，用于

集体福利相当于是内部领用了，这个产品没有出企业，没有

现金流入，就像是在建工程领用一样，本质上就是自己的东

西，生是工厂的人，死是工厂的鬼，所以肯定是不能一家人

说两家话，确认收入是对嫁出去的姑娘，也就是出厂的东西

，所以企业内部领用是不能确认收入的。个人消费就不一样

了，也就是说个人消费是给了职工，让职工带回家了，本质

上这不就是销售吗？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工厂给职工发了钱，



然后职工拿钱统一买了工厂自己生产的东西或者是外购的东

西，最终结果就是说发东西就是实质上的工资发放，而且也

是实质上的销售。因为你没有发工资，而是用产品替代了，

实际上这笔没发的工资就是你的收入了，因此税务局肯定是

不会放过你的，而且考虑这这个实际的现金流入，那么会计

上也开始确认收入了，这点会计还是遵循了本质上的销售这

个原则。 由此可以推广一下，不管是外购的还是自产的委托

加工的用于对外投资，或者是非货币性自产交换，虽然没有

现金流入，但是是有非货币性资产换进来的，那么税务部门

有理由相信你是先把东西给卖了，然后拿钱买回了你所谓的

换进来的东西，最终结果是一样的，你百口莫辩，税务局可

不是福尔摩斯，你的情况都能了解清楚，就算是能行税务局

也没有那闲工夫听你解释。会计上对于对外投资一般要确认

收入，就是说本质上有现金或者是等价物流入企业了，那么

确认销售就是天经地义了。这样来考虑的话，内部领用没有

经济利益流入，所以确认收入基本上没有底气；无偿赠与他

人的情况，也是所有权转移了，但是并没有实际上的经济利

益流入，所以会计上不确认收入。有一个原则是不管会计上

收入是否确认，税法上不管你怎么折腾，一律给我纳税。 借

：应付职工薪酬 贷：主营业务收入（自产、委托加工） 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其他

业务收入（外购）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之所以外购和自产的产品存在差别，问题就是外购的用于个

人消费属于用途发生变化了，进项肯定是不能抵扣的；而自

产或者是委托加工的用于个人消费实际上是作为视同销售处

理的。大家可能还记得增值税中视同销售的几种情况，确认



收入的情况比较少，只有是对外投资、非货币性职工薪酬要

确认收入。之所以存在差别是因为税务局认为你买进来东西

是为了生产经营的，所以进项让你抵扣，后来你突然用作个

人消费了，所以相当于是用途发生了变化，不属于增值税应

税范围了，那么增值税进项就不能再抵扣了，有人可能要说

不是用于个人消费是实际上的销售吗？不过需要注意，外购

的只有是由于投资、分配和无偿赠与他人三种情况才是作为

视同销售处理的，也就是说要确认增值税销项的，所以用于

个人消费就只能是进项转出的情况了，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最好是能够将外购的三种视同销售情况给死记住，否则真的

会把自己搞晕，该记的还是要记住。 债券的核算 债券的核算

又是实际利率摊销法核算的一个例子，所谓实际利率摊销法

，就是说持有的期限是比较长的，肯定要考虑实际收益率了

，也就是实际上的投资收益率。学习过金融资产中的持有至

到期投资你就能理解债券的核算，实际上“应付债券－面值

”相当于是“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应付债券－利息

调整”相当于是“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也就是说

应付债券是债务人的核算，持有至到期投资是债权人的核算

，正好是互相对应的。正是因为各个明细科目的对应关系，

那么所谓的摊余成本、实际利率等都是小问题了。在持有至

到期投资中实际利率和摊余成本确定的是“投资收益”，而

在应付债权中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确定的是“财务费用”，

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实际收到的利息不一定是当期投资收益一

样，债权实际上支出的利息也不一定是当期应该确认的财务

费用，这个道理想必大家也明白。另外债券实际利率和票面

利率会有差异，所以所谓的折价和溢价就是家常便饭了。也



就是说实际利率大于票面利率的时候，说明你按照票面利率

支付给了我很少的利息，这种情况大家都不会按照你的标价

来买你的债券的，所以那你只好是打折销售了，因为你以后

不想多给人家利息，所以你出售的时候也别指望按照标价卖

，卖得出去才怪对不对，这就是所谓的折价发行债券；那溢

价发行是什么情况呢？当实际利率小于票面利率的时候，也

就算是说票面利率一不小心定高了，大家没有想到你以后会

给那么多的利息，于是大家都来争着抢着买你的债券，你这

个时候肯定很牛啊，谁按照标价卖谁就是傻子，所以肯定有

人会提高价格要买你的债券，那么就成了溢价发行。 交易费

用的核算 不管是折价还是溢价发行，都会有交易费用的问题

，和持有至到期投资把交易费用资本化一样，债券的核算中

也是把交易费用影响了债券的初始入账价值了，为什么？就

是因为发行债券是要筹集资金的，但是呢由于交易费用的存

在，你实际上拿到的钱就少了，也就是要扣除交易费用以后

才是你实际上筹集到的资金，投资者不管你发生多少交易费

用，以后可要按照你的承诺还钱，所以现在支出了这么多的

成本，以后支出的钱是一定的，因此成本变了肯定你的实际

收益率或者是实际上承担的额利率是变化的，因此交易费用

影响了债务人的实际利率了。这个很容易理解，交易费用是

你发行债券需要承担的成本支出，当然影响了债券的实际利

率了。 借：银行存款 贷：应付债券－面值 应付债券－利息调

整 借：财务费用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贷：应付利息 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核算其实没有什么难点，重要的就是未来可以转

换为股票，因此交易价格中除了债券部分的价值之外，还有

一个就是为了获得转为股票这个权利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



你要获得转股的权利要在债券公允价值基础上多支出部分价

格。之所以要有可转换债券，就是因为这个企业自我感觉良

好，投资者比较看好，所以愿意多花部分钱来买你的转股权

利。为什么多出的这部分钱计入了资本公积了呢？很好理解

，大家都知道投资的时候有一个实收资本，还有一个是资本

公积，也就是说不是是个人都能来投资，你要半道上投资的

话，来分享人家的投资成果，肯定要多掏点票子才能说服人

家投资者接纳你，凭什么人家好不容易奋斗出来开始赚钱了

，你半路出家过来搅和呢绒？所以你多支出的额部分就形成

了资本公积了。因此可转换债券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将来是

按照债券的账面价值转换股票的，相当于是你的实收资本了

，那么你多支出的部分就形成了资本公积了。所以在可转换

债券初始计量的时候先要计算债券的公允价值，超出部分确

认为资本公积，道理上明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发生

了交易费用怎么办的问题，这个主要就是债务人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交易费用不仅影响债券的入账价值，还影响了资本

公积的金额，至于怎么计算中级上不太要求。以后转股的时

候什么债券了、之前计入到资本公积的都要转出，为什么？

因为你在没有转股之前还不是真正的股东，所以当初计入到

资本公积的还是“其他资本公积”，只有你转股了，成为了

真正的股东了，那么“其他资本公积”才能转正，转为“资

本公积－股本溢价”。道理上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借：银行

存款 贷：应付债券－面值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 借：财务费用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贷：应付利息

二、涉及到的其他内容 债券的核算会涉及到其他内容，比如

说债券用于在建工程的，借款费用资本化的问题。很多人不



明白借款费用资本化该怎么处理，实际上应该资本化的利息

也不是实际上支出的利息，那么应该是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

利率确认的实际利息费用。这个很容易理解，不过是从之前

一般债券在“财务费用”中核算的实际利息费用计入到了“

在建工程”，基本上没有什么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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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