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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中级会计实务

主讲：杨菠

第十六章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1.考试规律分析

本章收录的是企业会计准则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内容。考

试题型主要为客观题，分数 2-4 分，本章比较重要。

2.最近 3 年题型题量分析

题型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单项选择题 1题 1.5 分 1 题 1.5 分 2 题 3分

多项选择题 1 题 2 分 1题 2分 —

判断题 1 题 1 分 1题 1分 —

计算分析题 — — —

综合题 — — —

合计 4.5 分 4.5 分 3 分

3.教材变化

2021 本章内容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第一节 会计政策及其变更

会计

政策

相关内容

概念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

会计处理方法。企业采用的会计计量基础也属于会计政策

企业会计

政策的选

择和运用

的特点

1.企业应在国家统一的会计准则制度规定的会计政策范围内选择适用

的会计政策

2.会计政策涉及会计原则、会计基础和具体会计处理方法

3.会计政策应当保持前后各期的一致性

需要披露

的会计政

策项目

报表附注中需要披露的会计政策项目主要有以下几项：

1.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计量基础和会计政策的确定依据等

2.存货的计价，是指企业存货的计价方法。例如，企业发出存货成本

的计量是采用先进先出法，还是采用其他计量方法

3.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是指对取得的固定资产初始成本的计量。例如，

企业取得的固定资产初始成本是以购买价款，还是以购买价款的现值

为基础进行计量

4.无形资产的确认是指对无形项目的支出是否确认为无形资产。例如，

企业内部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是确认为无形资产，还是在发

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5.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是指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投资性房地产

进行后续计量所采用的会计处理。例如，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

计量是采用成本模式，还是公允价值模式

6.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是指长期股权投资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例如，

企业对被投资单位的长期股权投资是采用成本法，还是采用权益法核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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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收入的确认是指收入确认所采用的会计方法

8.借款费用的处理是指借款费用的处理方法，即采用资本化还是采用

费用化

9.外币折算是指外币折算所采用的方法以及汇兑损益的处理

10.合并政策是指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所采用的原则。例如，母公司与子

公司的会计年度不一致的处理原则；合并范围的确定原则等

二、会计政策变更及其条件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概念

会计政策变更是指企业对相同的交易或事项由原来采用的会计政策改用另一会计政策的行

为。

【提示】企业的会计政策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条件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企业可以变更会计政策：

1.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

例如，《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在 2017 年修订实施以后，对财政贴息采用新

的会计政策进行处理；再如，采用 2017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一收入》的企业，

应在履行了合同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2.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说明】会计政策变更并不意味着以前期间的会计政策是错误的，只是由于情况发生了变化，

或者掌握了新的信息、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使得变更会计政策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三）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形

对会计政策变更的认定，直接影响到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实务中，企业应当分清哪些属于

会计政策变更，哪些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下列情况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1.本期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与以前相比具有本质差别而对其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如将自用的办公楼改为出租，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而是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2.对初次发生的或不重要的交易或者事项采用新的会计政策。

【2019 年·单选】下列各项中，属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是( )

A.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因增加投资份额由权益法改为成本法

B.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由年限平均法改为年数总和法

C.资产负债表中将奖励积分的预计兑换率由 95%改为 90%

D.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由总额法改为净额法

【答案】D

【解析】选项 A为企业当期新事项，选项 B和 C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2009 年真题·判断题】初次发生的交易或事项采用新的会计政策属于会计政策变更，应

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处理（ ）。

【答案】×

【解析】初次发生的交易或事项采用新的会计政策，属于新的事项，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三、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

会计政策变更有两种会计处理方法：

即追溯调整法和未来适用法。

（一）追溯调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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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调整法是指对某项交易或事项变更会计政策，视同该项交易或事项初次发生时即采用变

更后的会计政策，并以此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调整的方法。

追溯调整法通常由以下步骤构成：

第一步，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

第二步，相关账务处理；

重点提示

会计政策变更涉及损益调整的事项通过“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核算，本期发现前

期重要差错和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涉及损益调整的事项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

核算。

第三步，调整财务报表相关项目；

第四步，财务报表附注说明。

其中：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是指按照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以前各期追溯计算的列报前

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应有金额与现有金额之间的差额。

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一、上年年末余额

加：会计政策变更 ××× ×××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

累积影响数通常可以通过以下各步计算获得：

第一步，根据新会计政策重新计算受影响的前期交易或事项；

第二步，计算两种会计政策下的差异；

第三步，计算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

应说明的是，会计政策变更的追溯调整不会影响以前年度应交所得税的变动，也就是说不会

涉及应交所得税的调整；但追溯调整时如果涉及暂时性差异，则应考虑递延所得税的调整，

这种情况应考虑前期所得税费用的调整。

第四步，确定前期中每一期的税后差异；

第五步，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

【教材例 16-1】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公司）是一家海洋石油开采公司，于 2×11

年开始建造一座海上石油开采平台，根据法律法规规定，该开采平台在使用期满后要将其拆

除，需要对其造成的环境污染进行整治。2×12 年 12 月 15 日，该开采平台建造完成并交付

使用，建造成本共 120 000 000 元，预计使用寿命 10 年，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2×18 年 1月 1日甲公司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对于具有弃置义务的固定资

产，要求将相关弃置费用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对之前尚未计入资产成本的弃置费用，应当进

行追溯调整。

已知甲公司保存的会计资料比较齐备，可以通过会计资料追溯计算。甲公司预计该开采平台

的弃置费用 10 000 000 元。假定折现率（即为实际利率）为 10%。不考虑企业所得税和其

他税法因素影响。该公司按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根据上述资料，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1）计算确认弃置义务后的累积影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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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年 1 月 1日，该开采平台计入资产成本弃置费用的现值

=10 000 000×（P/F，10%，10）=10 000 000×0.3855=3 855 000（元）；

每年应计提折旧=3 855 000÷10=385 500（元）。

单位：元

年份 计息金额 实际利率 利息费用

①

折旧

②

税前差异

-（①+②）

税后差异

2×13 3 855 000 10% 385 500 385 500 -771 000 -771 000

2×14 4 240 500 10% 424 050 385 500 -809 550 -809 550

2×15 4 664 550 10% 466 455 385 500 -851 955 -851 955

2×16 5 131 005 10% 513 100.50 385 500 -898

600.50

-898

600.50

小计 — — 1 789

105.50

1 542 000 -3 331

105.50

-3 331

105.50

2×17 5 644

105.5

10% 564 410.55 385 500 -949

910.55

-949

910.55

合计 — — 2 353

516.05

1 927 500 -4 281

016.O5

-4 281

016.05

甲公司确认该开采平台弃置费用后的税后净影响额为-4 281 016.05 元，即为该公司确认资

产弃置费用后的累积影响数。

注：按照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的定义，累积影响数应该是-3 331 105.50。

（2）会计处理

①调整确认的弃置费用

借：固定资产——开采平台——弃置义务 3 855 000

贷：预计负债——开采平台弃置义务 3 855 000

②调整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 281 016.05

贷：累计折旧 1 927 500

预计负债——开采平台弃置义务 2 353 516.05

③调整利润分配

借：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428 101.61

（4 281016.05×1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28 101.61

（3）报表调整

甲公司在编制 2×18 年度的财务报表时，应调整资产负债表的年初数，利润表、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的上年数也应作相应调整。2×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的期末数栏、股东权益变

动表的未分配利润项目上年数栏应以调整后的数字为基础编制。

资产负债表（简表）

编制单位：甲股份有限公司 2×18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元

资产 年初余额 负债和股东

权益

年初余额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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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60 000 000 61 927 500 预计负债 0 6 208 516.05

开采

平台

60 000 000 61 927 500 ……

盈余公积 1 700 000 1 271 898.39

未分配利润 4 000 000 147 085.56

…… ……

在利润表中，根据账簿的记录，甲公司重新确认了 2×17 年度营业成本和财务费用分别调增

385 500 元和 564 410.55 元，其结果为净利润调减 949 910.55 元。

利润表（简表）

编制单位：甲股份有限公司 2×18 年度 单位：元

项目 上期金额

调整前 调整后

一、营业收入 18 000 000 18 000 000

减：营业成本 13 000 000 13 385 500

……

财务费用 260 000 824 410.55

……

二、营业利润 3 900 000 2 950 089.45

……

四、净利润 4 060 000 3 110 089.45

……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简表）

编制单位：甲股份有限公司 2×18 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本年金额

…… ……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

一、上年年末余

额

1 700 000 4 000 000

加：会计政策变

更

-428 101.61 -3 852 914.44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

额

1 271 898.39 147 085.56

……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简表）

会企 04 表

编制单位：甲股份有限公司 2×18 年度 单位：元

项 目 上年金额 本年金额

……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一、上年年末余额 1 700 000 4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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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会计政策变更 -333 110.55 -2 997 994.95 -428 101.61 -3 852 914.44

前期差错更正

二、本年年初余额 1 271 898.39 147 085.56

……

（4）附注说明

2×18 年 1月 1日，甲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 2×12 年 12 月 15 日建造完

成并交付使用的开采平台的弃置义务进行确认。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17 年的比较报表已重新表述。2×17 年运用新的方法追溯计算的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

数为-4 281 016.05 元。

会计政策变更对 2×17 年度报告的损益的影响为减少净利润 949 910.55 元，调减 2×17 年

的期末留存收益 4 281 016.05 元，其中，调减盈余公积 428 101.61 元，调减未分配利润 3

852 914.44 元。

（二）未来适用法

未来适用法是指将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应用于变更日及以后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或者在会计

估计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确认会计估计变更影响数的方法。

重点提示

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

1.国家有规定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能追溯调整的，采用追溯调整法处理（追溯到可追溯的最早期）。

3.不能追溯调整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

第二节 会计估计及其变更

（一）会计估计的概念

1.会计估计是指企业对其结果不确定的交易或事项以最近可利用的信息为基础所作的判断

2.会计估计的特征

（1）会计估计的存在是由于经济活动中内在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2）会计估计应当以最近可利用的信息或资料为基础

（3）进行会计估计并不会削弱会计核算的可靠性（估计也要有证据)

3.下列各项属于常见的需要进行估计的项目：

（1）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

（2）采用公允价值模式下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确定

（3）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与净残值，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4）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寿命与净残值

（5）可收回金额按照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确定的，确定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方法；可收回金额按照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的，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的确定

（6）预计负债初始计量的最佳估计数的确定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概念及其原因

1.会计估计变更是指由于资产和负债的当前状况及预期经济利益和义务发生了变化，从而对

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或者资产的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

2.企业可能由于以下原因而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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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赖以进行估计的基础发生了变化。

例如，企业某项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原定为 15 年，以后获得了国家专利保护，该资产的受

益年限已变为 10 年，则应相应调减摊销年限；

（2）取得了新的信息，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例如，企业原对固定资产采用年限平均法按 15 年计提折旧，后来根据新得到的信息——使

用 5 年后对该固定资产所能生产产品的产量有了比较准确的证据，企业改按工作量法计提固

定资产折旧

重点提示

如果以前期间的会计估计是错误的，则属于前期差错，按前期差错更正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2019 年—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会计估计的有( )。

A.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的确定 B.无形资产预计残值的确定

C.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D.收入确认时合同履约进度的确定

【答案】ABD

【解析】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属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是指企业对其结果不确定的交易

或事项以最近可利用的信息为基础所作的判断。

常见的会计估计事项有:

(1)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年限和净残值的估计;

(2)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年限和净残值的估计:

(3)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估计:

(4)存货可变现净值的估计:

(5)公允价值的估计:

(6)合同履约进度的估计等。

【2018 年真题·单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企业会计估计变更的是（）。

A.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由总额法变更为净额法

B.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由成本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模式

C.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由年限平均法改为产量法

D.发出存货成本的计价由移动加权平均法改为先进先出法

【答案】C

【解析】会计估计变更是对金额的估计，选项 ABD 均为会计政策变更。

二、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企业对会计估计变更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一）会计估计的变更仅影响变更当期的，其影响数应当在变更当期予以确认。如应收账款

信用减值损失比例的改变等。

（二）会计估计的变更既影响变更当期又影响未来期间的，其影响数应当在变更当期和未来

期间予以确认。如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的改变等。

（三）难以对某项变更区分为会计政策变更或会计估计变更的，应当将其作为会计估计变更

处理。

【教材例 16-2】乙公司于 2×13 年 1月 1日起对某管理用设备计提折旧，原价为 84 000 元，

预计使用寿命为 8 年，预计净残值为 4 000 元，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2×17 年年初，由

于新技术发展等原因，需要对原估计的使用寿命和净残值作出修正，修改后该设备预计尚可

使用年限为 2 年，预计净残值为 2 000 元。乙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乙公司对该项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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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调整以前各期折旧，也不计算累积影响数。

（2）变更日以后改按新的估计计提折旧。

按原估计，每年折旧额为 10 000 元，已提折旧 4 年，共计 40 000 元，该项固定资产账

面价值为 44 000 元，则第 5 年相关科目的期初余额如下：

固定资产 84 000

减：累计折旧 40 000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44 000

改变预计使用年限后，从 2×17 年起每年计提的折旧费用为 21 000[（44 000-2 000）÷2]

元。2×17 年不必对以前年度已提折旧进行调整，只需按重新预计的尚可使用年限和净残值

计算确定折旧费用，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 21 000

贷：累计折旧 21 000

（3）财务报表附注说明。

本公司一台管理用设备成本为 84 000 元，原预计使用寿命为 8 年，预计净残值为 4 000 元，

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由于新技术发展，该设备已不能按原预计使用寿命计提折旧，本公

司于 2×17 年年初将该设备的预计尚可使用寿命变更为 2年，预计净残值变更为 2 000 元，

以反映该设备在目前状况下的预计尚可使用寿命和净残值。

此估计变更将减少本年度净利润 8250[（21000-10000）×（1-25%）]元。

【2019 年·多选题】下列各项关于企业无形资产残值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无形资产残值的估计应以其处置时的可收回金额为基础

B.预计残值发生变化的，应对已计提的摊销金额进行调整

C.无形资产预计残值高于其账面价值时，不再摊销

D.资产负债表日应当对无形资产的残值进行复核

【答案】ACD

【解析】预计净残值发生变化的，属于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不能对已计提的摊

销金额进行调整，选项 B错误。

第三节 前期差错更正

一、前期差错的概念

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运用下列两种信息，而对前期财务报表造成省略或错报：

（一）编报前期财务报表时预期能够取得并加以考虑的可靠信息；

（二）前期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时能够取得的可靠信息。

前期差错通常包括：计算错误、应用会计政策错误、疏忽或曲解事实以及舞弊产生的影响。

二、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

前期差错按照重要程度分为：重要的前期差错和不重要的前期差错。

重要的前期差错是指足以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作出正

确判断的前期差错。

不重要的前期差错是指不足以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作

出正确判断的会计差错。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1.不重要的前期差错的会计处理

对于不重要的前期差错，企业无须调整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期初数，但应调整发现当期与前

期相同的相关项目。属于影响损益的，应直接计入本期与上期相同的净损益项目。

2.重要的前期差错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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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能够合理确定前期差错累积影响数，则前期重大差错的更正应当采用追溯重述法。

追溯重述法是指在发现前期差错时，视同该项前期差错从未发生过，从而对财务报表相关项

目进行更正的方法。前期差错累积影响数是指前期差错发生后对差错期间每期净利润的影响

数之和；

（2）如果确定前期差错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可以从可追溯重述的最早期间开始调整留

存收益的期初余额，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期初余额也应当一并调整，也可以采用未来适

用法。

3.前期重大差错的调整结束后，还应调整发现年度财务报表的年初数和上年数。

在编制比较财务报表时，对于比较财务报表期间的前期重大差错，应调整各该期间的净损益

和其他相关项目；对于比较财务报表期间以前的前期重大差错，应调整比较财务报表最早期

间的期初留存收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数字也应一并调整。

4.应交所得税的调整

按税法规定执行，税法允许调整应交所得税的，则差错更正时调整应交所得税，否则，不调

整应交所得税。

5.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调整

若调整事项涉及暂时性差异，则应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2019 年·判断题】对于属于前期差错的政府补助退回，企业应当按照前期差错更正进行

追溯调整。( )

【答案】√

【教材例 16-3】2×16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发现 2×15 年公司漏记一项管理用固定资产的

折旧费用 300 000 元，所得税申报表中也未扣除该项费用。假定 2×15 年甲公司适用所得税

税率为 25%，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该公司按净利润的 10%和 5%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

余公积。假定税法允许调整应交所得税。

（1）分析前期差错的影响数

2×15 年少计折旧费用 300 000 元；多计所得税费用 75 000（300 000×25%）元；多计净利

润 225 000 元；多计应交税费 75 000 元（300 000×25%）；多提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盈余公

积 22 500（225 000×10%）元和 11 250（225 000×5%）元。

（2）编制有关项目的调整分录

①补提折旧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管理费用 300 000

贷：累计折旧 300 000

②调整应交所得税

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75 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所得税费用 75 000

③将“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余额转入未分配利润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225 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本年利润 225 000

④因净利润减少，调减盈余公积

借：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22 500

——任意盈余公积 11 25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33 750

（3）财务报表调整和重述（财务报表略）

甲公司在列报 2×16 年度财务报表时，应调整 2×15 年度财务报表的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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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产负债表项目的调整：

调减固定资产 300 000 元；调减应交税费 75 000 元；调减盈余公积 33 750 元，调减未分配

利润 191 250 元。

②利润表项目的调整：

调增管理费用 300 000 元，调减所得税费用 75 000 元，调减净利润 225 000 元（需要对每

股收益进行披露的企业应当同时调整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③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的调整：

调减前期差错更正项目中盈余公积上年金额 33 750 元，未分配利润上年金额 191 250 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上年金额 225 000 元。

④财务报表附注说明：

本年度发现 2×15 年漏记固定资产折旧 300 000 元，在编制 2×16 年和 2×15 年比较财务报

表时，已对该项差错进行了更正。更正后，调减 2×15 年净利润 225 000 元，调增累计折旧

300 000 元。

【2016 年真题·单选题】2015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发现应自 2014 年 12 月开始计提折旧

的一项固定资产从 2015 年 1 月才开始计提折旧，导致 2014 年度管理费用少记 200 万元，被

认定为重大差错，税务部门允许调整 2015 年度的应交所得税。甲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

率为 25%，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甲公司利润表中的 2014 年度净利润为 500 万元，并按 10%

提取了法定盈余公积，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更正该差错时应将 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

负债表未分配利润项目年初余额调减（ ）万元。

A.15 B.50 C.135 D.150

【答案】C

【解析】201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项目年初余额调减金额=200×（1-25%）

×（1-10%）=13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