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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期票据融资的相关介绍

在煤炭资源整合过程中，很多煤炭企业选择通过发行中

期票据来解决融资问题。中期票据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

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按照计划分期发行的、约定在一定

期限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负责受理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注册。

中期票据可用于融通中长期流动资金、置换银行借款等。

中期票据的发行期限在 1年以上；发行企业的主体评级原则

上不受限制，只要债项评级被市场认可，交易商协会对企业性

质、发行规模均不设门槛限制；中期票据最大注册额度为企业

净资产 40%；中期票据主要是信用发行，接受担保增信；发行

体制比较市场化，发行审核方式为注册制，一次注册通过，在

两年内可分次发行；发行定价比较市场化，中期票据发行利率

的确定参考当期市场利率水平；企业既可选择发行固定利率

中期票据，也可选择发行浮动利率中期票据。

二、中期票据融资的会计处理

因为中期票据是企业为了中期融资而承担的金融负债，

其期限在一年以上，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可以通过“长期应付票

据”科目来核算（借鉴西方做法，企业可自行增设该科目）。

例：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 2010年 2月 9日在银行间市

场发行 201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面值 12亿元人民币

（面值 100元/张，共 1 200万张），期限为 3年，分期付息，到

期还本，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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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见的纠错方法及存在的问题

在实务中尤其是在手工会计环境下经常会遇到一种特殊

的错误，即记账以后结账之前发现记账凭证会计科目、借贷方

向均正确，只是借贷金额不等，如用现金支票支付 500元的零

星办公用品费，会计分录（单位：元，下同）写成，借：管理费用

520；贷：银行存款 500。关于该种错账应该如何处理，现行政

策没有明确规定，笔者通过调查一些公司实际的账务处理发

现，财务人员主要有以下三种处理方法。

方法一：采用划线更正法纠错。先在错误的记账凭证上用

单红线划掉错误的金额，再填写上正确的蓝字金额，同时在会

计账簿上作相同的处理。该种方法形式上类似于划线更正法，

但实质上该方法是不规范的。因为按照政策规定，划线更正法

的前提是记账凭证正确，只是账簿登记发生错误而已。

方法二：用单借或单贷的会计分录冲销多记金额。会计改

错时直接处理为，贷：管理费用 20，或者用红字金额写成，

借：管理费用（20）［注：用（）表示红字金额，下同］并分别用蓝

字或红字金额登记入账。

这样处理表面上把错误的金额纠正了，但单借或单贷的

纠错会计分录明显违背了借贷记账法“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

等”的记账规则，同时容易引起误解，给管理人员和审计人员

带来困惑。

方法三：先用红字金额编制与错误凭证一致的会计分录

并入账，再用蓝字金额编制正确的会计分录并入账。该纠错

方法实际上相当于现行政策中的红字注销法。改错时先编制

红字金额会计分录，借：销售费用（520）；贷：银行存款（500），

并用红字金额登记入账，再编制一笔正确的会计分录，借：销

售费用 500；贷：银行存款 500，并用蓝字金额登记入账。

表面上看纠错方法是可行的，但是第一笔红字注销会计

分录本身的借贷金额也不相等，在理论上违背了借贷记账法

“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记账规则，其纠错思路只能是

“错上加错”。

二、改进措施

在现行实务中会计人员就借贷金额不等的错账所采用的

三种纠错方法均欠妥。笔者认为，对于此类错账可采用如下方

法进行更正：增设“日常会计差错更正”备查科目，该科目不设

总账或明细账，只在单位的备查账簿中进行辅助登记，其数据

只起错账更正的作用，不在会计报表中反映。如对于前文中的

错账只需要编制一笔更正分录即可，借：会计差错更正20；贷：

管理费用 20。其中在管理费用账簿中登记贷方 20，即可将原

错账中管理费用借方多登记的 20冲销掉，同时在“日常会计

差错更正”备查账簿中进行登记。

笔者提出的纠错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优点：淤更正使用

的会计分录有借有贷，借贷相等，在理论上满足了借贷记账规

则的要求，容易被实务人员理解和接受。于通过增设“日常会

计差错更正”备查账簿进行辅助登记，不影响会计报表数据，

同时可以将日常会计核算中出现的借贷金额不等的记账差错

进行汇总，首先方便管理者了解出现该类特殊错账的几率，及

时采取措施进行防范；其次可以促使会计人员增强会计核算

的责任心，在会计处理时做到认真和细心，减少会计差错的发

生；最后方便审计人员进行审计。盂改进措施充分反映了会计

为管理决策服务的本质特征。榆即使在会计电算化普及的今

天，关注此类特殊错账的处理原理和方法仍有利于会计基础

规范化工作的开展和完善。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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