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考点精讲 

初级会计实务 

考点 1 会计对象 

凡是特定主体能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都是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内容，也就是会计的对

象。主要体现为企业的资金运动。 

资金运动

三个环节 

资金的投入 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金和债权人投入的资金 

资金的循环和周转 

（资金的运用） 
供应、生产、销售三个阶段 

资金的清偿和退出 偿还各项债务、上交各项税金、向所有者分配利润 

【单选题】企业以现金支付职工薪酬，属于的资金运动方式是（    ）。 

A.资金的投入 

B.资金的循环和周转 

C.资金的退出 

D.不影响资金运动 

【答案】B。以现金支付职工薪酬属于企业的生产过程，属于资金的循环和周转。 

 

考点 2 会计主体假设 

1.定义 

会计主体是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空间范围，即会计核算和监督的特定单位或组织。 

将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与该主体所有者、职工个人的经济活动区别对待； 

2.会计主体与法律主体 

会计主体与法律主体（法人）并非是对等的概念，法人可作为会计主体，但会计主体不

一定是法人。 

【单选题】关于会计主体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可以是独立法人，也可以是非法人 

B.可以是一个企业，也可以是企业内部的某一个单位 

C.可以是单一的子公司，也可以是由几个子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 



 

 

D.当企业与业主有经济往来时，应将企业与业主作为同一个会计主体处理 

【答案】D。选项 A 会计主体可以是一个企业，也可以是企业的一个部门，企业是独立

的法人，企业的部门是非法人；选项 B 企业内部的某一个单位，例如企业的分公司或是某个

独立的车间；选项 C 单一的子公司和企业集团都可以作为会计主体；选项 D 将主体的经济

活动与该主体所有者、职工个人的经济活动区别对待。 

 

考点 3 可比性 

可比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相互可比，保证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可比、不同企业

相同会计期间可比。 

1.纵向可比：要求同一企业不同时期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采用一

致的会计政策，不得随意变更。（不是不得变更） 

2.横向可比：要求不同企业相同会计期间发生的相同或者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采

用规定的会计政策，确保会计信息口径一致、相互可比。 

【多选题】下列各项中，符合可比性信息质量要求的有（    ）。 

A.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便于使用者理解和使用 

B.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会计信息相互可比 

C.不同企业相同会计期间会计信息应该相互可比 

D.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以后期间不得变更 

【答案】BC。选项 A 属于可理解性要求；选项 D 正确的表述应为：企业采用的会计政

策，以后期间不得随意变更。 

 

考点 4 资产 

（一）定义和特征 

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

济利益的资源。 

（二）分类 

流动资产：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 

非流动资产：超过一年或超过一个营业周期变现。 

【多选题】下列项目中，属于资产要素特点的有（    ）。 

A.预期能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B.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 

C.必须拥有所有权 

D.必须是有形的 

【答案】AB。选项 C 错误，可以拥有其控制权；选项 D 错误，可以是无形的，例如专

利权等。 

 

考点 5 借贷记账法下账户的结构 

（一）具体结构 

资产    +      费用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   收入 

 +    +    +   +   + 

 —   —  —   —   —  

资产、费用：借方增加、贷方减少 

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贷方增加、借方减少 

【多选题】借方登记本期减少发生额的账户有（    ）。 

A.资产类账户 

B.负债类账户 

C.收入类账户 

D.费用类账户 

【答案】BC。选项 AD，借方登记本期增加发生额。 

 

考点 6 对账 

对账就是核对账目，是对账簿记录所进行的核对工作。对账一般可以分为账证核对、

账账核对和账实核对。 

1.账证核对 

将账簿记录与会计凭证核对，核对账簿记录与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的时间、凭证字号、

内容、金额等是否一致，记账方向是否相符，做到账证相符。 

【单选题】下列项目中，属于账证核对内容的是（    ）。 

A.会计账簿记录与记账凭证核对 

B.总分类账簿与所属明细分类账簿核对 

C.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核对 



 

 

D.银行存款日记账与银行对账单核对 

【答案】A。账证核对是指核对会计账簿记录与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的时间、凭证字号、

内容、金额是否一致，记账方向是否相符。B 选项属于账账核对，C 选项凭证之间的核对不

属于对账内容，选项 D 属于账实核对。 

 

2.账账核对 

账账核对是指核对不同会计账簿之间的账簿记录是否相符。包括总分类账簿之间的核对、

总分类账簿与所属明细分类账簿核对、总分类账簿与序时账簿核对、会计部门与财产物资保

管和使用部门的明细分类账簿之间的核对。 

【多选题】账账核对不包括（    ）。 

A.证证核对 

B.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与银行对账单余额核对 

C.总账账户借方发生额合计与其所属明细账借方发生额合计的核对 

D.各种应收、应付账款明细账面余额与有关债权、债务单位的账目余额相核对 

【答案】ABD。选项 A 不属于对账的内容；选项 BD 属于账实核对。 

 

3.账实核对 

账实核对是指各项财产物资、债权债务等账面余额与实有数额之间的核对。 

1.库存现金日记账账面余额与库存现金实际库存数逐日核对是否相符； 

2.银行存款日记账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的余额定期核对是否相符； 

3.各项财产物资明细账账面余额与财产物资的实有数额定期核对是否相符； 

4.有关债权债务明细账账面余额与对方单位的账面记录核对是否相符等。 

【判断题】账实核对的内容之一就是将账簿与反映经济业务的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核对。

（    ） 

【答案】错。将账簿与反映经济业务的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核对，这是账证核对。 

 

 

考点 7 根据明细账户余额计算填列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应收账款”项目＝应收账款借方余额+预收账款借方余额 

“预付款项”项目＝应付账款借方余额+预付账款借方余额 



 

 

“应付账款”项目＝应付账款贷方余额+预付账款贷方余额 

“预收款项”项目＝应收账款贷方余额+预收账款贷方余额 

【单选题】某企业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结账后： 

“应收账款”账户总账借方余额为 450000 元 

“应收账款—A 公司”账户借方余额为 500000 元 

“应收账款—B 公司”账户贷方余额为 50000 元 

“预收账款”账户总账贷方余额为 300000 元 

“预收账款—C 公司”账户贷方余额为 320000 元 

“预收账款—D 公司”账户借方余额为 20000 元 

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项目的金额应填列（    ）元 

A.350000      B.800000      C.370000      D.520000 

【答案】 D 。 “应收账款 ”项目＝应收账款借方余额 + 预收账款借方余额

=500000+20000=520000。 

 

考点 8 库存现金的清查 

企业应当按规定进行现金的清查，一般采用实地盘点法，对于清查的结果应当编制现

金盘点报告单。有溢余或短缺的应先通过“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核算，经批准后再作出

最后的处理。 

1.现金短缺：属于应由责任人赔偿或保险公司赔偿的部分，计入其他应收款；属于无

法查明原因的，计入管理费用； 

2.现金溢余：属于应支付给有关人员或单位的，计入其他应付款；属于无法查明原因

的，计入营业外收入。 

【单选题】企业在现金清查中发现现金短缺，无法查明原因，经批准后应计入的会计

科目是（    ）。 

A.营业外支出 

B.财务费用 

C.管理费用 

D.其他业务成本 

【答案】C。现金清查中发 现的无法查明原因的现金短缺计入管理费用，选项 C 正

确。 



 

 

 

考点 9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作用 

（一）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是一种对账记录或对账工具，不能作为调整账面记录的依

据，即不能根据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中的未达账项来调整银行存款账面记录，未达账项只

有在收到有关凭证后才能进行有关的账务处理。 

（二）调节后的余额如果相等，通常说明企业和银行的账面记录一般没有错误，该余

额通常为企业可以动用的银行存款实有数。 

（三）调节后的余额如果不相等，通常说明一方或双方记账有误，需进一步追查，查

明原因后予以更正和处理。 

【单选题】下列关于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是用来核对企业和银行的记账有无错误，并作为记账依据 

B.调节前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不反映企业可以动用的银行存款实有数额 

C.调节前的银行存款日记账余额，反映企业可以动用的银行存款实有数额 

D.对于未达账项，企业需根据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进行账务处理 

【答案】B。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只是对未达账项进行核对，不能作为记账的凭证；

不能做任何账务处理；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调节平衡后余额反应银行存款实有数。 

 

考点 10 应收账款的入账价值 

应收账款的入账价值包括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应从购货方或接受劳务方应收的

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增值税销项税额，以及代购货单位垫付的包装费、运

杂费等。 

涉及商业折扣的，应当按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作为应收账款的入账价值。在有现金

折扣的情况下，企业应按总价法入账，实际发生的现金折扣，计入当期财务费用，不影响

应收账款入账价值。 

【单选题】某企业采用托收承付结算方式销售一批商品，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价款

为 1 000 万元，增值税税额为 170 万元，销售商品为客户代垫运输费 5 万元，全部款项已

办妥托收手续。该企业应确认的应收账款为（    ）万元。 

A.1 000 

B.1 005 

C.1 170 



 

 

D.1 175 

【答案】D。企业应确认的应收账款的金额=1 000+170+5=1 175（万元）。 

 

考点 11 外购存货的成本 

存货采购成本=买价+进口关税+其他税费（不包括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进项税额）+运

费+装卸费+保险费+其他可归属于存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合理费用（例如运输途中

的合理损耗）。 

【单选题】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本月购进原材料 200 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价款为 60 万元，增值税税额为 10.2 万元，支付的保险费为 3 万元，入库前的挑选

整理费用为 1 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该批原材料实际成本为每吨（    ）万元。 

A.0.3 

B.0.32 

C.0.371 

D.0.351 

【答案】B。该批原材料实际成本=60+3+1=64（万元）；单位成本=64÷200=0.32（万

元/吨）。 

 

考点 12 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折旧率=2/预计使用年限×100%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年折旧率 

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到期的前两年内，将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扣除预计净残值后的余

额平均摊销。 

【单选题】某企业 2016 年 6 月购进设备一台，该设备的入账价值为 100 万元，预计净

残值为 5.6 万元，预计可使用年限为 5 年。在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的情况下，该

设备 2017 年应计提折旧额为（    ）万元。 

A.24  

B.32 

C.20 

D.8 



 

 

【答案】B。第一个折旧年度的折旧[2016.7.1-2017.6.30]=100×2÷5=40（万元）；第

二个折旧年度的折旧[2017.7.1-2018.6.30]=（100-40）×2÷5=24（万元）；2017 年应计提

折旧额=40×6÷12+24÷12×6=32（万元）。 

 

考点 13 无形资产入账价值的核算 

1.无形资产的取得：无形资产应按取得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1）外购的无形资产，其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使该项资产达

到预定用途所发生的其他支出。 

（2）企业自行研究开发的无形资产，其成本包括自满足资本化条件的时点至无形资产

达到预定用途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无形资产的创造、生产并使该资产能够以管理层预

定的方式运作的必要支出总和。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所发生的支出应区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研究阶段

支出计入当期管理费用；开发阶段支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应当确认为无形资产；不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应当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多选题】某企业为改进技术自行研究开发一项无形资产。研究阶段发生支出 50 万

元，开发阶段发生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120 万元，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80 万元，研

发结束形成无形资产。不考虑其他因素，下列各项中，关于上述研发支出的会计处理结果

正确的有（    ）。 

A.计入管理费用的金额为 130 万元 

B.无形资产的入账价值为 120 万元 

C.计入制造费用的金额为 80 万元 

D.无形资产的入账价值为 170 万元 

【答案】AB。研究阶段发生的支出 50 万元及开发阶段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80 万

元应计入管理费用核算，选项 A 正确，选项 C 错误；开发阶段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120

万元计入无形资产成本，选项 B 正确，选项 D 错误。 

 

考点 14 商业折扣、现金折扣和销售折让的处理 

企业销售商品满足确认收入条件确认收入时，应按照已收或应收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

销售商品收入的金额。在确定销售商品收入的金额时，应注意区分下列因素： 

（一）商业折扣 



 

 

商业折扣是指企业为促进商品销售而给予的价格扣除。 

商业折扣在销售时即已发生，其不构成商品最终成交价格的一部分，因此，销售商品

确认收入的金额应是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 

（二）现金折扣 

现金折扣是债权人为鼓励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付款而向债务人提供的债务扣除。现

金折扣实际发生时计入财务费用。在确定销售商品收入时不考虑预计可能发生的现金折

扣。 

在计算现金折扣时，还应注意销售方是按不包含增值税的价款提供现金折扣，还是按

包含增值税的价款提供现金折扣，两种情况下购买方享有的折扣金额不同。 

【单选题】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2014 年 4 月 1

日，该企业向某客户销售商品 20000 件，单位售价为 20 元（不含增值税），单位成本为

10 元，给予客户 10%的商业折扣，当日发出商品，并符合收入确认条件。销售合同约定的

现金折扣条件为 2/10,1/20，N/30（计算现金折扣时不考虑增值税）。不考虑其他因素，该

客户于 4 月 15 日付款时享有的现金折扣为（    ）元。 

A.4680 

B.3600 

C.4212 

D.4000 

【答案】B。销售商品确认的收入=20000×20×（1-10%）=360000（元）；计算现金

折扣不考虑增值税，则 4 月 15 日付款享有的现金折扣=360000×1%=3600（元）。 

 

考点 15 非财政补助结余 

非财政补助结余包括事业结余和经营结余两个组成部分。 

1.事业结余 

事业结余是指事业单位一定期间除财政补助收支、非财政专项资金收支和经营收支以

外各项收支相抵后的余额。 

事业结余=（事业收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本期发生额中的非

专项资金收入）-（事业支出+其他支出本期发生额中的非财政、非专项资金支出+对附属单

位补助支出+上缴上级支出） 



 

 

【单选题】下列各项中，事业单位会计期末应结转记入“事业结余”科目的是

（    ）。 

A.“其他收入”科目本期发生额中的非专项资金收入 

B.“上级补助收入”科目本期发生额中的专项资金收入 

C.“其他收入”科目本期发生额中的专项资金收入 

D.“事业收入”科目本期发生额中的专项资金收入 

【答案】A。选项 BCD 均应转入非财政补助结转；选项 A 应转入事业结余。 

2.经营结余 

经营结余是指事业单位一定期间各项经营收支相抵后余额弥补以前年度经营亏损后的

余额。 

经营结余=经营收入-经营支出 

年末，将“事业结余”科目余额和“经营结余”科目贷方余额转入到非财政补助结余

分配。 

【判断题】事业单位当年经营收入扣除经营支出后的余额，无论是正数还是负数，均

直接计入事业基金。（    ） 

【答案】×。如果经营结余是负数的话，说明经营结余有借方余额，经营结余的借方

余额不进行结转。 

 

经济法基础 

考点 1 仲裁的适用范围 

1.适用：平等主体间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2.不能提请仲裁： 

（1）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 

（2）行政争议。 

【单选题】下列选项中，可以适用《仲裁法》解决的是（    ）。 

A.甲乙之间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 

B.甲乙之间的设备买卖合同纠纷 

C.甲乙之间的遗产继承纠纷 



 

 

D.甲乙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 

【答案】B。（1）下列纠纷不能提请仲裁：①与人身有关的婚姻、收养、监护、扶

养、继承纠纷；②行政争议；（2）下列仲裁不适用于《仲裁法》，而由别的法律予以调

整：①劳动争议；②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 

 

考点 2 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 

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发生纠纷，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1.因民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发

生的民事案件，如合同纠纷、房产纠纷、侵害名誉权纠纷等案件； 

2.因经济法、劳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发生的争议，法律规定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

案件，如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等； 

3.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选民资格案件和宣告公民失踪、死亡等非诉案件； 

4.按照督促程序解决的债务案件； 

5.按照公示催告程序解决的宣告票据和有关事项无效的案件。 

【单选题】下列纠纷中，不能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解决的是（    ）。 

A.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合同纠纷提起诉讼的案件 

B.赵某与钱某因离婚财产分配纠纷提起诉讼的案件 

C.按照督促程序解决的债务案件 

D.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因税收征纳争议提起诉讼的案件 

【答案】D。本题考核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因税收征纳争议提起

诉讼的案件属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可以采取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考点 3 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和中断 

（1）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6 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

他障碍致使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暂时停止计算。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

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2）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

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全部归于无效。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

期间重新计算。 



 

 

【单选题】王某租赁张某一套住房，租赁期间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约定

2014 年 6 月 30 日以前支付房租，但王某一直未付房租，张某也未催要，12 月 1 日，该地

区发生洪水，危害直至 1 月 31 日才消除，根据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张

某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是（    ）。 

A.2015 年 7 月 1 日以前 

B.2015 年 8 月 1 日以前 

C.2015 年 9 月 1 日以前 

D.2016 年 8 月 1 日以前 

【答案】B。本题考核诉讼时效。对于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只有在诉讼时效期间的

最后 6 个月内发生法定事由，才能中止时效的进行。 

 

考点 4 行政复议范围 

1.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事项 

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符合《行政复议法》规定范围

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2.行政复议的排除事项 

（1）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 

（2）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 

【多选题】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行政复议范围的有

（    ）。 

A.对工商局不予颁发营业执照的决定不服 

B.对行政机关未发放最低生活保障费不服 

C.对国土资源局给予的撤职处分不服 

D.对工商局暂扣营业执照的决定不服 

【答案】ABD。选项 C：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不属

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出申诉。 

 

考点 5 签订劳动合同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 1 个月内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 1 个月不满 1 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

劳动者每月支付 2 倍的工资。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之日起向劳动

者每月支付 2 倍工资。 

【多选题】老李从 2015 年 4 月 1 日起为一家服装公司工作，虽经多次提出，但公司一

直未与其签订书面合同，直到 2016 年 4 月 1 日，公司忽然通知老李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

工资减半，老李不同意签订。根据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有

（    ）。 

A.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甲公司应当向老李每月支付 2 倍工资 

B.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甲公司应当向老李每月支付 2 倍工资 

C.因老李不同意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劳动关系终止 

D.老李无权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 

【答案】BC。本题考核劳动合同的订立。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规定向劳动

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考点 6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 1 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自用

工之日起满 1 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3.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①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 10 年的。（针对已经实行劳动合同制的用人单

位）。 

②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

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 10 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0 年的。（针对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

的用人单位以及国有企业改制）。 

③连续订立 2 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过错和有能力的，续订劳动合同

的。 



 

 

【多选题】根据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外，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有（    ）。 

A.赵某在甲公司连续工作 15 年 

B.钱某与乙公司连续订立 2 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钱某无法定不得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情形，继续续订 

C.丙国有企业改制与孙某重新订立劳动合同，孙某在丙企业连续工作 12 年且距法定退

休年龄 8 年 

D.丁公司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李某在丁公司连续工作 10 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5 年 

【答案】ABC。选项 D，应该是连续工作满 10 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10 年。 

 

考点 7 医疗期 

实际工作年限（年） 本单位工作年限（年） 享受医疗期（月） 累计计算期（月） 

＜10 

＜5 3 6 

医疗期×2 

≥5 6 12 

≥10 

＜5 6 12 

医疗期+6 

≥5＜10 9 15 

≥10＜15 12 18 

≥15＜20 18 24 

≥20 24 30 

（1）医疗期内工资标准最低为“当地最低工资的 80%”。 

（2）医疗期内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3）医疗期内合同期满，合同必须延续至医疗期满，职工在此期间仍然享受医疗期内

待遇。 

（4）对医疗期满尚未痊愈者，或者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

另行安排的工作，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需按经济补偿规定给与其经济补偿。 

【多选题】根据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有关规定，下列关于医疗期待遇的说法中正确的

有（    ）。 

A.医疗期内工资标准最低为个人上年度平均工资的 80% 



 

 

B.医疗期内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C.对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劳动者，用

人单位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D.医疗期满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的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答案】BC。本题考核医疗期。职工在医疗期内，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但最低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 80%。选项 A 错误。七级至十级伤残，

劳动合同期满终止，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

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考点 8 办理支付结算的基本要求 

（一）收款人名称：全称或规范化简称。 

（二）出票日期：⑴必须使用中文大写，小写银行不受理；⑵日期的中文大写方法：

在填写月、日时，月为壹、贰和壹拾的，日为壹至玖和壹拾、贰拾和叁拾的，应当在其前

加零；日为拾壹至拾玖的，应当在其前加壹。 

（三）签章：⑴单位、银行：单位财务专用章（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名

章；⑵个人：本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四）更改：金额、出票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其他内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

并在更改处签章证明。 

（五）伪造与变造：伪造是指无权限人假冒他人或虚构他人名义签章的行为；变造是

指无权更改票据内容的人，对票据上签章以外的记载事项加以改变的行为。 

【单选题】某出纳在 10 月 20 日填写支票的出票日期，下列填写正确的是（    ）。 

A.零拾月零贰拾日  

B.零壹拾月贰拾日  

C.零壹拾月零贰拾日  

D.拾月零贰拾日  

【答案】C。票据的出票日期必须使用中文大写。为防止变造票据的出票日期，在填

写月、日时，月为壹、贰和壹拾的，日为壹至玖和壹拾、贰拾、叁拾的，应在其前加

“零”；日为拾壹至拾玖的，应在其前加“壹”。如 1 月 15 日，应写成零壹月壹拾伍日；

再如 10 月 20 日，应写成零壹拾月零贰拾日。 



 

 

【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票据欺诈行为中，属于伪造票据的是

（    ）。 

A.假冒出票人在票据上签章 

B.涂改票据号码 

C.对票据金额进行挖补篡改 

D.修改票据密押 

【答案】A。票据的伪造，是指对“签章”的伪造。针对签章之外的事项，是变造。 

 

考点 9 贷记卡 

（一）特点：先消费后还款。 

（二）优惠政策：免息还款期（银行记账日至到期还款日）或最低还款额。 

（三）透支利率：上限日利率万分之五，下限打七折。 

（四）风险控制：⑴信用卡 ATM 机提现，每卡每日累计≤1 万元；⑵借记卡 ATM 机

提现，每卡每日累计≤2 万元；⑶储值卡面值或卡内币值≤1000 元。 

（五）自主决定事项：免息还款期和最低还款额待遇的条件和标准；信用卡透支的计

结息方式；信用卡溢缴款收费计付利息及利率标准；持卡人违约逾期未还款是否收取违约

金；是否提供信用卡现金充值服务。 

（六）不得收取：滞纳金；超限费。另外，违约金和年费、取现手续费、货币兑换费

不得计收利息。 

【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持卡人持贷记卡办理刷卡消费等非现金交易所享受的优

惠有（    ）。 

A.免息还款期待遇 

B.免年费待遇 

C.最低还款额待遇 

D.免收账户维护费待遇 

【答案】AC。贷记卡持卡人非现金交易可享受免息还款期和最低还款额待遇。 

【单选题】信用卡透支利率下限为日利率（    ）。 

A.千分之一 

B.万分之五 

C.万分之五的 0.7 倍 



 

 

D.万分之五的 0.6 倍 

【答案】C。对信用卡透支利率实行上限和下限管理，下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的 0.7

倍。 

 

考点 10 增值税征税范围 

（一）销售及进口货物：货物指有形动产，包括电力、热力、气体。 

（二）提供应税劳务：包括加工、修理修配劳务。 

（三）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运输、邮政、电信（基础电信服务：通话、

出租带宽；增值电信服务：短信；互联网接入；卫星电视信号落地转接）、建筑、金融、现

代服务（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流辅助、租赁、鉴证咨询、广播影视、商

务辅助、其他）、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教育医疗、旅游娱乐、餐饮住宿、居民日常、其

他）、无形资产（技术、商标、著作权、商誉、自然资源使用权和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不动产。 

【多选题】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按照销售货物征收增值税的有

（    ）。 

A.销售电力  

B.销售热力 

C.销售天然气  

D.销售房地产 

【答案】ABC。销售不动产按照“销售不动产”税目缴纳增值税。 

【多选题】根据增值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业务中，属于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

不动产的有（    ）。 

A.建筑安装 

B.零售商品 

C.提供加工修配 

D.提供交通运输服务 

【答案】AD。选项 BC 属于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传统增值税范畴，

因此不选。 

 

考点 11 消费税征税范围 



 

 

（一）生产：（1）生产销售：销售时纳税；（2）自产自用：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

的不纳税，用于其他方面的于移送使用时纳税。 

（二）委托加工，委托方为纳税人：（1）受托方为单位，由受托方向委托方交货时代

收代缴；（2）受托方为个人，由委托方收回后自行缴纳。 

（三）进口：报关进口时缴纳消费税 

（四）零售：（1）金银首饰、铂金首饰、钻石及钻石饰品（不包括镀金和包金首饰）

于零售环节纳税；（2）同时销售金银和非金银首饰：分别核算，分别纳税，未分别核算：

从高适用税率；（3）包装物：无论是否单独计价，均并入金银首饰销售额，计征消费税；

（4）以旧换新：按实际收取的不含增值税的全部价款确定计税依据；（5）带料加工：按委

托加工处理。 

（五）批发：烟草批发企业将卷烟销售给“零售单位”（单一环节纳税的例外）。 

【多选题】下列关于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缴纳消费税 

B.纳税人将自产自用的应税消费品用于馈赠、赞助的，缴纳消费税 

C.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受托方在交货时已代收代缴消费税，委托方收回后直接销

售的，再缴纳一道消费税 

D.卷烟在生产和批发两个环节均征收消费税 

【答案】ABD。根据消费税法律制度的规定，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受托方在交货

时已代收代缴消费税，委托方收回后直接销售的，不再缴纳消费税。 

【判断题】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除受托方为个人的外，应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

货时代收代缴消费税。（    ） 

【答案】√。本题表述正确。 

 

考点 12 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前年度亏损 

收入：（1）销售商品采用托收承付方式的，“办妥托收手续”时确认收入；（2）租金收

入的确认：租赁期限“跨年度”，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

相关年度；（3）采取产品分成方式取得收入的，按照企业分得产品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

现，其收入额按照产品的公允价值确定。 



 

 

不征税收入：（1）财政拨款；（2）依法应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

金。 

免税收入：（1）国债利息收入；（2）符合条件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收入；（3）符合

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单选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免税收入的是

（    ）。 

A.企业接受社会捐赠收入 

B.转让企业债券取得的收入 

C.已作坏账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账款 

D.国债利息收入 

【答案】D。免税收入是指属于企业的应税所得但按照税法规定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的收入，免税收入包括：（1）国债利息收入；（2）符合规定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

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3）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

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4）符合规定条件的非营利组

织的收入。因此，选项 D 正确，选项 ABC 错误。 

【多选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下列项目中，属于不征税收入的有

（    ）。 

A.财政拨款 

B.国债利息收入 

C.企业债券利息收入 

D.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答案】AD。企业所得税中不征税收入包括：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考点 13 个人所得税的计算 

（一）工资薪金所得 

（1）计税方法：按月计征 

（2）税率：3%－45%七级超额累进税率 

（3）计税依据：应纳税所得额=每月收入额-3500 元 



 

 

（4）计税公式：应纳税额＝（每月收入额－3500 元或 4800 元）×适用税率－速算扣

除数 

（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 

（1）计税方法：按年计征； 

（2）税率：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3）计税依据：应纳税所得额＝全年收入－成本、费用、损失。 

（三）企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1）计税方法：按年计征； 

（2）税率：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3）计税依据：应纳税所得额=纳税年度收入总额-必要费用。 

【单选题】小张本月取得工资 3500 元、奖金 1800 元、加班费 500 元、交通补贴 100

元、通讯补贴 100 元、差旅费津贴 1000 元，则小张本月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    ）

元。（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1500 元以下的税率 3%；超过 1500 元不超过 4500 元的税率

10%，速算扣除数为 105） 

A.0 

B.125 

C.145 

D.245 

【答案】C。应纳税所得额：6000－3500＝2500（元）；2500×10%－105（速算扣除

数）＝145（元）。 

 

考点 14 关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当计入关税完税价格：（1）实际支付或应当支付的货款；（2）另支付给卖方的佣

金；（3）货物运抵我国关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包装费、运费、保险费和其他劳务费；

（4）向境外支付的与该进口货物有关的专利、商标、著作权，以及专有技术、计算机软件

和资料等费用。 

不应当计入关税完税价格：（1）向境外采购代理人支付的买方佣金；（2）厂房、机

械、设备等货物进口后进行基建、安装、装配、维修和技术服务的费用；（3）进口货物运

抵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后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保险费。 

税率：普通税率、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特惠税率、关税配额税率、暂定税率。 



 

 

滑准税：关税税率随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反方向变动价格越高，税率越低。 

【多选题】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从事化妆品生产和销售业务。2016 年 3

月有关经营情况如下：（1）进口一批高档化妆品，海关审定的货价 210 万元，运抵我国关

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包装费 11 万元、运输费 20 万元、保险费 4 万元。则甲公司进口高

档化妆品的下列各项支出中，应计入进口货物关税完税价格的是（    ）。 

A.包装费 11 万元 

B.保险费 4 万元 

C.运输费 20 万元 

D.货价 210 万元 

【答案】ABCD。一般贸易项下进口的货物以海关审定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的到岸价格

作为完税价格。到岸价格是指包括货价以及货物运抵我国关境内输入地点起卸前的包装

费、运费、保险费和其他劳务等费用构成的一种价格。 

 

考点 15 房产税应纳税额计算 

从价计征：全年应纳税额＝应税房产原值×（1－扣除比例）×1.2% 

从租计征：全年应纳税额＝租金收入×12% 

税收优惠：个人出租住房用于居住，减按 4%的税率征收 

【单选题】某企业 2016 年度自有生产用房原值 5000 万元，账面已提折旧 1000 万元。

已知房产税税率为 1.2%，当地政府规定计算房产余值的扣除比例为 30%。该企业 2016 年

度应缴纳的房产税税额为（    ）万元。 

A.18 

B.33.6 

C.42 

D.48 

【答案】C。根据规定，从价计征的房产税，以房产余值为计税依据。该企业 2009 年

应缴纳的房产税＝5000×（1－30%）×1.2%＝42（万元）。 

 

考点 16 契税征税范围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2.土地使用权转让（包括出售、赠与、交换）。 



 

 

3.房屋买卖、赠与、交换。 

【单选题】根据契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应缴纳契税的是（    ）。   

A.承包者获得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 

B.企业受让土地使用权 

C.企业将厂房抵押给银行 

D.个人承租居民住宅 

【答案】B。契税以在我国境内转让土地、房屋权属的行为作为征税对象。土地、房

屋权属未发生转移的，不征收契税。土地使用权转让中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

以及土地、房屋权属的典当、继承、出租或者抵押等，均不属于契税的征收范围。 

 

考点 17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据 

1.凡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组织测定土地面积的，以测定的土地面积为准。 

2.尚未组织测定，但纳税人持有政府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权证书的，以证书确定的土地

面积为准。 

3.尚未核发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应当由纳税人据实申报土地面积，待核发土地使用权

证书后再作调整。 

【多选题】下列关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据，描述正确的有（    ）。 

A.尚未组织测定，但纳税人持有政府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证书的，以证书确定的土地

面积为准 

B.尚未核发土地使用证书的，应由纳税人据实申报土地面积，并据以纳税，待核发土

地使用证书后再作调整 

C.凡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组织测定土地面积的，以测定的土地面积为准 

D.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实际占用的应税土地面积核算 

【答案】ABCD。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土地面

积以平方米为计量标准。具体按以下方法确定：凡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组织测定土

地面积的，以测定的土地面积为准；尚未组织测定，但纳税人持有政府部门核发的土地使

用证书的，以证书确定的土地面积为准；尚未核发土地使用证书的，应由纳税人据实申报

土地面积，并据以纳税，待核发土地使用证书后再作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