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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相关教材将更正错账的方法划分为划线更正法、红

字更正法、补充更正法三种。这种分类不便初学者掌握，特别

是红字更正法又分两种情况，容易混淆，并且在这些方法适

用范围和具体做法上存在表述不全面、不严谨的问题。笔者

认为，更正错账的方法应分为划线更正法、补记更正法和红

字冲销法，具体调整如下表所示。

一、划线更正法

划线更正法，亦称红线更正法。记账后，如果发现账簿记

录有错误而记账凭证没有错误，纯属记账时的笔误，应采取

划线更正法更正。具体做法是：首先将错误的文字或错误的

整个数字划一条红横线，然后将正确的文字或数字用蓝字

（或黑字）写在错误文字、数字上方（如果正确的数字是红字，

则用红笔填写），并由更正人员在更正处（错误文字、数字处）

签章。要保证原错误文字、数字清晰可辨。

二、补记更正法

补记更正法适用于记账凭证上的金额比所附原始凭证

金额多记或少记的情形。补记更正法又分为蓝字（或黑字）补

记法（即原分类方法的补充更正法）和红字补记法。

记账后，如果发现记账凭证中应借、应贷会计科目与记

账方向都没有错误，记账凭证和账簿记录的金额相吻合，只

是记账凭证所填金额小于应填的正确金额，在这种情况下，

应采用蓝字（或黑字）补记法更正错账。具体做法是：将少填

的金额用蓝字（或黑字）填一张与原错误记账凭证借贷科目

与记账方向一致的记账凭证，在摘要栏注明被更正记账凭证

的日期和编号，即在摘要栏注明“更正伊月伊日伊号记账凭证”

字样，并据以登记入账，以补记少记金额。

记账后，如果发现记账凭证中应借、应贷会计科目与记

账方向都没有错误，记账凭证和账簿记录的金额相吻合，只

是记账凭证所填金额大于应填的正确金额，在这种情况下，

应采用红字补记法。具体做法是：将多填的金额用红字填制

一张与原错误记账凭证借贷科目与记账方向一致的记账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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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指出：职工薪

酬，是指企业在职工在职期间

和离职后提供的全部货币性薪

酬和非货币性福利。其中，非货

币性福利，包括企业以自产产

品或外购商品发放给职工作为

福利等。同时规定，企业以其自

产产品或外购商品作为非货币

性福利发放给职工的，应当根

据受益对象，按照该产品或商

品的成本和相关税费，计入相

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同时

确认应付职工薪酬。《增值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单位或

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

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或者个人

消费的，视同销售。

所以，企业将自产产品作

为非货币性福利发放给职工视

同销售行为进行处理, 在会计核算时要确认收入并计提销项

税额。这样可以保证增值税税款抵扣制度的实施，不会造成各

相关环节税款抵扣链条的中断，同时体现了增值税计算的配

比原则。

税法规定，对视同销售的征税而无销售额的按下列顺序

确定其销售额：淤按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销售价

格确定其销售额；于按其他纳税人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

销售价格确定其销售额；盂按组成计税价格确定。

例：某电冰箱制造企业，生产工人 200 人，管理工人 40

人，该企业决定以其生产的 240台电冰箱作为福利发放给职

工。该电冰箱的单位成本 3 000元，每台售价 4 000元，增值税

税率 17%。

在上述业务中，以电冰箱的售价 4 000元确定销售额，并

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税法规定：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

票上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笔者认为，将

自产产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发放给企业职工，在确定销售额

以及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时，可以按照商业折扣后的净额（产

品的生产成本）计价。

这样，企业既可以减少增值税销项税额，又体现了对职工

的优惠，能增加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商业

折扣后的折扣价不能显失公平，也不能低于产品的生产成本。

所以企业账务处理如下：企业决定以自产的电冰箱作为福利

发放给职工时：借：生产成本 702 000（200伊3 000伊1.17），管理

费用 140 400（40伊3 000伊1.17）；贷：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

性福利 842 400。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842 4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720 000（240伊3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122 400。实际发放电冰箱时：借：主营业务成

本 720 000（240伊3 000）；贷：库存商品 720 000。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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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外购材料时，由于结算方式和采购地点的不同，材料

入库和货物的支付在时间上不一定完全同步。对于材料已到

达并已验收入库，但发票账单等结算凭证未到，货款尚未支付

的采购业务，应于月末进行暂估入库。如何进行会计处理会更

科学？现以实例作如下分析。

例：某企业A经有关部门核定为一般纳税人，某日该企业

向企业B购入原材料一批，总的原材料价款为380 000元，其中

当月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原材料价款为200 000

元，增值税税额为34 000元，发票账单等结算凭证已经收到，

原材料已验收入库；而其余的材料180 000元已运到并验收入

库，发票等结算凭证尚未收到，货款尚未支付，月末需暂估价。

次月仅收到材料发票含税117 000元，其余材料发票仍未收

到。同时又购入一批材料，价值30 000元，发票未收到。

1. 参考会计实务常规处理方式，按当月末未收到发票的

材料价值暂估入库，下月初用红字作同样的记账凭证予以冲

回，在下月收到发票后，按正常程序入账。

其账务处理如下：淤收到发票部分：借：原材料2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4 000；贷：应付账

暂估材料的两种会计处理

广 东 风 华 高 新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林惠玲

证，在摘要栏注明被更正记账凭证的日期和编号，即在摘要栏

注明“更正伊月伊日伊号记账凭证”字样，并据以登记入账，以冲

减多记金额。

将这两种情形归为补记更正法，适用情形简单，易于理解

和掌握：原记账凭证金额少写，蓝字（或黑字）补记；原记账凭

证金额多写，红字补记。

三、红字冲销法

记账后，如果发现记账凭证上应借、应贷会计科目错误或

记账方向错误，或二者兼有，或三者兼金额错，且记账凭证同

账簿记录的金额相吻合，这种情况下，应采用红字冲销法更正

错账。具体做法是：先用红字金额填制一张与原错误记账凭证

内容完全相同的记账凭证，在摘要栏注明被更正记账凭证的

日期和编号，即在摘要栏注明“注销伊月伊日伊号记账凭证”字

样，并据以用红字（金额）登记入账，即冲销原有错误的账簿记

录，再用蓝字（或黑字）填制（如果正确的数字是红字，则用红

笔填写）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在摘要栏注明“订正伊月伊日伊

号记账凭证”字样，并据以登记入账。

需强调的是，补记更正法和红字冲销法更正错账时，均应

在原错误记账凭证的摘要栏注明更正记账凭证的日期和编

号，以便对照查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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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B企业234 000。于未收到发票部分暂估价：借：原材料

180 000；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180 000。盂次月初用

红字作同样记账凭证予以冲回估价：借：原材料180 000；贷：

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180 000。榆次月收到发票117 000

元部分：借：原材料1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17 000；贷：应付账款———B企业117 000。虞余下未收到

发票部分及新购入材料未收到发票部分：借：原材料110 000

（180 000-100 000+30 000）；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

110 000。

该种账务处理方法是现在通行的处理方法，此种方法对

时效性及准确性要求较强，要求财务必须在结账前先进行已

入账发票单与入库单的对销核对才可作未对销入库材料清单

的估价出账，不能减少人工操作的工作量，还可能造成错误率

的增加。

2. 改变估价处理方式，按当月采购并验收入库的材料全

部价值暂估入库，并对当月已收到发票部分的材料价值用红

字作记账凭证予以冲回，下月收到发票后，继续以发票到账价

值冲抵暂估账。

其账务处理如下：淤当月采购并验收入库部分全额估价

入库：借：原材料380 000；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

380 000。于收到发票部分：借：原材料200 000，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4 000；贷：应付账款———B企业

234 000。同时根据收到发票部分的材料价款冲减估价：借：原

材料200 000；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200 000。月末

“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科目余额为180 000元。盂次月

收到发票117 000元部分：借：原材料100 000，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7 000；贷：应付账款———B企业117 000。

同时，根据收到发票部分的材料价款冲减估价：借：原材料

100 000；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账款100 000。榆次月采购

并验收入库部分全额估价入库：借：原材料30 000；贷：应付

账款———暂估应付账款30 000。次月末“应付账款———暂估应

付账款”科目余额为110 000元（180 000-100 000+30 000）。

如此一来，只要我们设置好暂估价备查账就能很快识别

出月末还有哪些材料是入库了但未收到发票。因为每收到一

笔业务的发票，我们就可以作冲销估价账户处理，那么月末的

暂估价账户中剩余材料就是所有未收到发票的材料了。

也许大家认为，每笔采购及发票入账都作估价处理，是否

会使业务处理量翻倍，其实我们可以考虑简单化的处理方式，

入账的顺序改变为：发票入账寅发票材料总估价冲销寅当月

库房验收入库所有材料估价。这样，当月的冲销估价则按照当

月首先入账的发票在“原材料”账户的借方发生额进行出账，

同时当月原材料估价入库全部以库房数据为依据。当完成以

上步骤后，当月“原材料”账户的借方发生额仍是当月库房验

收入库数据，保证了原材料账实相符的要求。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第二种账务处理方法既符合会

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又有利于企业准确地计算未收到发票的

材料价值，并提高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保证了暂估价账务的

正确核算。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