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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基础规范教材中的问题和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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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审阅编辑目前各大中专院校使用的会计基础规范

教材后，发现涉及有关操作技能性的内容存在几点不合理、不

恰当的地方，本文就这几个会计操作规范问题提出拙见。

一、“此行空白”

近十几年来有太多的基础会计教科书错误性地示范了记

账凭证“此行空白”划线办法，见下表：

借方科目现金金额 500元下划注销线表示借方金额栏从

第二行到第四行共计三行空白，照此类推，贷方金额栏的第一

行空行也要划线。其实这种错误做法之所以流行，最主要的原

因是教材的编著者大多是学校教师因没有实践经验而闹的笑

话：“此行空白”的意思是整行空白。因此，在记账凭证填制完

后，如有空行，应当自金额栏最后一笔金额数字下的空行处至

合计数上的空行处划线注销，见下表：

由于各类版本的《基础会计》教材与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会计基础考试大纲》（简称《大纲》）错误内容基本相同，下文

以《大纲》为例点评。

二、本页合计数

《大纲》对过次页结账有两段描述：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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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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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两段描述自相矛盾，尤其是第二段详细说明了本页

合计数的三种情况，但在实际中本页合计数其实就是本页的

合计数，众多教材和《大纲》将其复杂化，并错误化。总分类账、

明细分类账、日记账必须按期结账，有月结、季结和年结。月结

有本月合计、年结有本年合计等，无须在每一账页登记完毕结

转下页时进行如第二段所述的如此繁杂的结账工作。账页设

置的目的有一定的科学性，账页的勾稽关系也一定遵循：页末

余额=页初余额+本页增加数-本页减少数；本页合计数主要

是用于计算并核对本页余额正确与否的一种方法，页末余额

自然应与最后一笔发生额的余额相等。

而第二段描述的几种方法无法满足账页的勾稽关系，对

于一页中有二个月以上发生额的，过次页的合计数难以确定。

如果全年累计到此页结计，无法查找本页中的记账错误。第三

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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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述不恰当，

如果只将余额转入次页，则根本无需使用过次页和承前页项，

因为每页最后一笔金额肯定要结出余额，最后一行的过次页

是多此一举。因此，正确的方法应遵照第一段要求：结计“过次

页”的本页合计数为第二行起至倒数第二行止的本页实际发

生额的合计数。

三、摘要的填写

会计基础规范对摘要的填制无具体要求，初学者也不重

视摘要的功能。模糊不清或过于简单的摘要会让经费使用部

门、账务查询人员难以理解和明白,往往会在实际工作中浪费

时间和精力。摘要的填制应该简明扼要地反映经济业务的来

龙去脉，使得查询人员一目了然。

填制摘要做到以下几条：淤购物类：“某人购多少物用于干

什么”，如施某购教学楼维修用水泥 5吨；于公务消费类：“某

人何时到某地干什么”，如赵某济南参加数学研讨会旅费；盂个

人支出类：“发放某人何时什么资金，要说明数量一定不能少

写”，如发物理系学生 12人共计 1 500元的困难补助；榆收入

类：“什么单位交什么钱”，如香港大学数学集刊捐赠收入。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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