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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错账的查找方法

1援 抽查法。具体又有以下三种方法：

（1）差数法，即根据错账的差数，回忆查找所发生的经济

业务和账簿、凭证中，有无与错账相同的数字。这种方法对于

发现漏记账目最为简便、有效。

（2）除 2法，即先将差数用 2来除，如果能除尽，则有可能

是一方重复记录的错误，且商数就可能是重记的数字。因为如

果记账记错了方向，如应记贷方的记成了借方或者相反，就会

使一方的合计数加大而另一方的合计数变小，其差数正好是

记错了方向数字的一倍。

（3）除 9法，即先将差数用 9来除，如果能除尽，则可能属

于下列三种情况之一：淤顺序错位。例如，将 300写成 3 000

或 30 000等，这样就将原来的数字扩大或缩小了 9倍、99倍

等。因此，如果差数能被 9或 99以及 999等除尽，则所除得的

商数就是错位的数字。根据商数或者将商数扩大或缩小 10

倍、100倍、1 000倍等之后，就能查找到写错的数字。例如，已

查明，借方合计数大于贷方合计数 2 700，用 9来除商数为

300，这时就查有无一笔 3 000的贷方记录错记为 300。于两位

数的两个数字颠倒，其差数都是 9的倍数，被 9除以后的商数

正好等于这个两位数中的两个数字的差额。例如，把 13颠倒

为 31，其差数为 18，用 18除以 9所得商数为 2，颠倒的两个

数字之差也为 2。为了使用方便，特列“两位数颠倒便查表”，

如表 1所示。盂三位及三位以上的数中相邻两个数字顺序颠

倒。正确数与错误数的差额也是 9的倍数，被 9除以后的商数

其首位数字以下的数字都是 0，且商数的首位数字正好等于

颠倒的两个数字之差，如表 2所示。由表 2可以得出结论：三

位及三位以上的数中相邻两个数字颠倒，其差数被 9除以后，

若得到商数是一位数，则是这个数中的最末两个数字颠倒。若

得到商数是两位数，个位是 0，则是这个数中的百位与十位数

颠倒。若得到商数是三位数，且个位与十位均为 0，则是这个

数中的千位与百位颠倒，以此类推。

2援 详查法。当用抽查法仍然找不出错误所在时，就可考

虑采用详查法。

（1）顺查法。首先，核查记账凭证是否与所附原始凭证相

符，凭证中数字与合计的计算有无差错。其次，将记账凭证及

所附原始凭证有关总分类账、明细分类账及日记账逐笔进行

核对，检查有无漏记、重记及错记等情况。再次，检查账户发生

额试算表的抄写是否正确，结算是否正确。

（2）逆查法。首先，核算账户发生额及余额试算平衡表中

的数字及抄写是否正确。其次，逐笔核对有关账簿记录与记账

凭证是否相符。再次，核查记账凭证与所附原始凭证是否相符。

二、错账的更正方法

1援 划线更正法。主要用于更正在结账前发现的账簿记录

中的文字或数字错误。更正时，在错误处划一红线，以示注销。

划线时，要划出错误文字或数字的整个数码，不能只划其中个

别数码。然后在红线上空白处填上正确的文字或数字，并由更

正人员在更正处盖章以示负责。

2援 红字更正法。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况：记账凭证用错了

会计科目，借贷方向记反了，记账金额书写错误等。其更正方

法是：淤填制一张内容与错误凭证完全相同的金额是红字的

记账凭证，在摘要栏中注明“更正伊号凭证错误”，并据以用红

字金额登记入账，冲销原有的记录。于用蓝字填制一张符合经

济业务内容的记账凭证，并据以登记入账。

3援 补充登记法。主要用来更正记账以后，记账凭证中的

会计科目正确，但所填金额小于应填金额而产生的错误。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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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位数颠倒便查表

正确数

254

3 216

2 316

7 846

7 864

9 374

9 374

8 367

…

颠倒数

245

3 126

3 216

7 864

7 684

9 347

9 734

3 867

…

差数

9

90

900

18

180

27

360

4 500

…

差数除以9后的商数

1

10

100

2

20

3

40

500

…

颠倒的两个数字之差

1

1

1

2

2

3

4

5

…

表2 多位数颠倒便查示例

阴窑76窑 援 上旬

纠 正 错 账 与 划 线 结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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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将少记金额用蓝字填制一张与原错误记账凭证内容

完全相同的记账凭证，在摘要栏中注明“更正伊月伊日第伊号凭

证错误”，并据以用蓝字登记入账，以补充原少记金额。

三、结账划线

结账划线也是一门学问。具体来说，结账划线要掌握以下

几点：淤结账划线的目的，是突出本月合计数及月末余额，表

示本会计期的会计记录已经截止或结束，并将本期与下期的

记录明显分开。根据《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规定，月结划单

线，年结划双线。划线时，应划红线，划线应划通栏线，不应只

在本账页中的金额部分划线。于每一账页登记完毕结转下页

时，应当结出本页合计数及余额，写在本页最后一行和下页第

一行有关栏内，并在摘要栏内注明“过次页”和“承前页”字样。

也可以将本页合计数及金额只写在下页第一行有关栏内，并

在摘要栏内注明“承前页”字样。盂对需要结计本月发生额的

账户，结计“过次页”的，本页合计数应当为自本月初起至本页

末止的发生额合计数；对需要结计本年累计发生额的账户，结

计“过次页”的，本页合计数应当为自年初起至本页末止的累

计数；对既不需要结计本月发生额，也不需要结计本年累计发

生额的账户，可以只将每页末的余额结转次页。榆结账时，应

当结出每个账户的期末余额。需要结出当月发生额的，应当在

摘要栏内注明“本月合计”字样，并在下面通栏划单红线。需要

结出本年累计发生额的，应当在摘要栏内注明“本年累计”字

样，并在下面通栏划单红线；12月末的“本年累计”就是全年

累计发生额。全年累计发生额下面应当通栏划双红线。年度终

了结账时，所有总账账户都应当结出全年发生额和年末余额。

虞年度终了，要把各账户的余额结转到下一会计年度，并在摘

要栏内注明“结转下年”字样；在下一会计年度新建有关会计

账簿的第一行余额栏内填写上年结转的余额，并在摘要栏内

注明“上年结转”字样。

1援 结账的方法。

（1）月结。月底应办理月结。在各账户本月份最后一笔记

录下面划一条通栏红线，表示本月结束。然后，在红线下结算

出本月发生额和月末余额。如果没有余额，在余额栏内注明

“平”字或“ 0”符号。同时，在摘要栏内注明“本月合计”或“伊

月份发生额及余额”字样，然后在下面划一条通栏红线，表示

完成月结工作。

（2）季结。办理季结应在各账户本季度最后一个月的月结

下面（需按月结出累计发生额的，应在“本季累计”下面）划一

条通栏红线，表示本季结束。然后，在红线下结算出本季发生

额和季末余额，并在摘要栏内注明“第伊季度发生额及余额”

或“本季合计”字样。最后，在本摘要栏下面划一条通栏红线，

表示完成季结工作。

（3）年结。首先在 12月份或第四季度季结下面划一条通

栏红线，表示年度终了，然后在红线下面结算出全年 12个月

份的月结发生额或 4个季度的季结发生额，并在摘要栏内注

明“年度发生额及余额”或“本年合计”字样，并在“本年发生额

及余额”或“本年合计”下面通栏划双红线。年度终了，要把各

账户的余额结转到下一会计年度，并在摘要栏内注明“结转下

年”字样；在下一会计年度新建有关会计账簿的第一行余额栏

内填写“上年结转”字样。

2援 结账的主要程序。

（1）做好结账前的准备工作。淤认真检查本期内日常发生

的经济业务是否已经全部记入了有关账簿，若有遗漏应补记。

只有在上述前提下才能办理结账手续，既不允许为了赶编报

表提前结账，也不能把结账工作有意推迟。于应由本期承担的

费用和收入，按权责发生制的要求填制凭证登记入账；不应由

本期承担的费用和收入，本期不考虑。盂对以下项目进行账实

核对。现金：在结账日末进行清查，编制盘点表。对平现金账户

可以证明所有分录中有现金的分录正确；不平时应查现金日

记账和所有现金相关凭证，查清原因进行处理。银行存款：编

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对平银行账。存货：包括原材料、在产

品、产成品等。在月末时应进行盘点，并对盘点结果与明细账

进行核对，如有差异应查明原因并进行处理。榆查看所有明细

科目余额，对于有异常方向余额的科目进行调整。虞编制月末

结账的转账分录。愚检查应由本期清偿的债权、债务是否办妥

清偿手续。舆核对税务报表与应交税费明细账等账户的勾稽

关系。运用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原理对税务进项税额认证

清单、四小票清单（运费、海关完税凭证、废旧物资、农产品收

购）和企业的“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明细账

进行核对，可以参照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编制进项税额调节

表。调节的项目主要有：在同一张税票中应做进项转出的金

额、进货退回或折让证明单的时间性差异。核对销项税额时，

可以将“金税”开票的销项清单、普通发票及无票收入清单和

企业的“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明细账进行核

对（有营业税的单位可以核对企业收入明细账与发票的清单，

原理是一样的）。对于“进项税额转出”等其他“应交税费”的明

细科目，可以按以上原理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同时编制所有

当月税务申报表。

（2）结出所有账户本期发生额和余额。

（3）编制本期发生额、余额对照表进行试算平衡。

（4）划线结账，将期末余额结转入下期。

3援 结账前的试算要平衡。在结账之前，必须做好对账工

作，以保证在这个时期内所发生的经济业务已经全部填制和

取得合法的会计凭证，并已记入有关账簿。对于所有债权、债

务，以及通过财产清查所发生的财产物资盘盈、盘亏等，都应

当全部登记入账。为了正确计算当期的产品成本，考核企业的

经营成果，还应将所有发生的收入、费用以及所有收入、成本、

费用各种账户的余额结转至有关账户。

结账之前，应做好账账核对工作。账账核对一般是通过编

制试算表，根据试算表各栏合计数，验算借贷双方是否相等。

试算是测试在一定会计时期内记账是否正确的方法。通

常在月末结账前，把总分类各账户按顺序排列，分别将账户的

期初余额、本期发生额的借贷金额以及期末余额列成一表，以

测试记账有无错误。这种测试方法在会计上称为试算平衡。试

算结果，如果是各科目期末借贷双方的余额总和相等，一般来

说，记账基本不错，否则必须及时查明更正。“期初余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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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生额”、“期末余额”各栏借方和贷方的合计数都是相等

的，说明账簿记载基本准确。但应当注意，有些差错对于借贷

双方相等并不产生影响：淤一笔经济业务遗漏编制记账凭证，

或者一笔经济业务借贷双方都遗漏记账。于一笔经济业务重复

编制记账凭证，或者一笔经济业务借贷双方都重复记账。盂一

笔经济业务借贷双方在记账时，发生相同数额的错误。榆一笔

经济业务应借、应贷账户，在编制记账凭证时互相颠倒，或者

在根据记账凭证记账时互相颠倒。虞一笔经济业务的借贷双

方或一方，误登账户。由于在会计工作中，有时会发生以上这

些试算表所不能发现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会计记录必须经

常进行核对，认真做好对账工作，以保证会计核算的正确性。

4援 年终结账的步骤。

（1）年终转账。年终转账的程序如下：淤计算出各账户的

借方和贷方的 12月份合计数和全年累计数，结出 12月末的

余额。于编制结账前的资产负债表，并试算平衡。盂按年终转

账办法填制 12月 31日的记账凭证，并记入有关账户。

（2）结清旧账。结清旧账的做法如下：淤将转账后无余额

的账户结出全年累计数，然后在下面划双红线，表示本账户全

部结清。于对年终有余额的账户，在“全年累计数”下行的摘要

栏内注明“结转下年”字样，再在下面划双红线，表示年终余额

转入新账，结束旧账。

（3）记入新账。根据本年度各账户余额，编制年终决算的

资产负债表和有关明细表，按表列出各账户的年终余额数，不

编制记账凭单，直接记入新年度相应的各有关账户，并在摘要

栏内注明“上年结转”字样，以区别新年度发生数。

5援 账户余额的结转。年度终了结账时账户有余额的，直

接记入新账余额栏内即可，不需要编制记账凭证，也不必将余

额再记入本年账户的借方或贷方（收方或付方），使本年有余

额的账户的余额变为零。对于新的会计年度建账问题，一般说

来，总账、日记账和多数明细账应每年更换一次。但有些财产

物资明细账和债权债务明细账，由于材料品种、规格和往来单

位较多，更换新账、重抄一遍工作量较大，因此可以跨年度使

用，不必每年更换一次。各种备查簿也可以连续使用。

实际工作中，结转账户余额的做法如下：

（1）将本账户年末余额，以相反的方向记入最后一笔账下

的发生额内。例如，某账户年末为借方余额，在结账时，将此项

余额填列在贷方发生额栏内（余额如为贷方，则作相反记录），

在摘要栏内填列“结转下年”字样，在“借或贷”栏内填“平”字

并在余额栏的“元”位上填列“ 0”符号，表示账目已经结平。

（2）在“本年累计”发生额的次行，将年初余额按其同方向

记入发生额栏内，并在摘要栏内填列“上年结转”字样。

在次行登记年末余额，如为借方余额，填入贷方发生额栏

内；反之，记入借方，并在摘要栏内注明“结转下年”字样。同

时，在该行的下端加计借、贷各方的总计数，并在该行摘要栏

内填列“总计”两字，在“借或贷”栏内填“平”字，在余额栏的

“元”位上填列“ 0”符号，以示账目已结平。

（摘自《会计防错小窍门 82招》，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年

7月第 1版，定价 28.00元）

国家税务总局 国税函［2010］157号文件

进一步明确企业所得税过渡期

优惠政策执行口径问题的规定

根据叶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若干问题的通知曳渊财税咱2009暂69号冤的有关规定袁现

就执行企业所得税过渡期优惠政策问题进一步明确如下院

一、关于居民企业选择适用税率及减半征税的具体界

定问题

渊一冤居民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袁同时又处于叶国

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曳渊国发

咱2007暂39号冤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野两免三

减半冶尧野五免五减半冶等定期减免税优惠过渡期的袁该居民

企业的所得税适用税率可以选择依照过渡期适用税率并适

用减半征税至期满袁 或者选择适用高新技术企业的 15%税

率袁但不能享受 15%税率的减半征税遥

渊二冤居民企业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袁同时又符合软

件生产企业和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定期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优惠条件的袁 该居民企业的所得税适用税率可以选择适用

高新技术企业的 15%税率袁 也可以选择依照 25%的法定税

率减半征税袁但不能享受 15%税率的减半征税遥

渊三冤居民企业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第八十六条尧第八十七条尧第八十八条和第九十条规定

可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所得袁是指居民企业应就该部分所

得单独核算并依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遥

渊四冤高新技术企业减低税率优惠属于变更适用条件的

延续政策而未列入过渡政策袁因此袁凡居民企业经税务机关

核准 2007年度及以前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或新技术企业所

得税优惠袁2008 年及以后年度未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的袁自 2008年起不得适用高新技术企业的 15%税率袁也不

适用 叶国务院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曳渊国发

咱2007暂39号冤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过渡税率袁而应自 2008

年度起适用 25%的法定税率遥

二、关于居民企业总分机构的过渡期税率执行问题

居民企业经税务机关核准 2007年度以前依照叶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分支机构适用所得税税率问题的

通知曳渊国税发咱1997暂49号冤规定袁其处于不同税率地区的

分支机构可以单独享受所得税减低税率优惠的袁 仍可继续

单独适用减低税率优惠过渡政策曰优惠过渡期结束后袁统一

依照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掖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

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业的通知曳渊国税发咱2008暂28号冤第

十六条的规定执行遥

渊2010年 4月 21日印发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