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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应将全部数字划销。

各种笔误包括文字错记、会计科目串记或重记、漏记及金

额错记等，这种错误可能随时被发现，或者月末结账前被发

现。但对于文字错误、会计科目串记，会计科目、方向均正确同

时多记、少记或者重记、漏记等情况，并不影响期末的试算平

衡或报表的平衡，或者月末没有逐一对总账与明细账进行核

对等，都有可能当月没有发现错误，延续到以后月份才发现。

这种情况是否还适用划线更正法呢？

如果是文字错误，无论何时发现都可以采用划线更正法

更正，不影响账簿的金额。但如果是跨月发现数字错误，该科

目使用频繁、涉及业务又多，致使该笔发生额、余额数及以后

的各笔余额数、本月数及累计数均错误，若逐个更正就会涉及

数据太多，但不更正会使账簿记录和结余数、本月数及累计数

不相符。还有对于会计科目串记错误的，错误科目登记行需要

划红线注销，造成余额错误行的也需要更正；而对于更正科目

也由于已按照经济业务发生先后顺序或已月结没有空行进行

补记等。以上这些不再适用划线更正法更正。到目前为止，包

括《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一些会计书籍只是在介绍划线更正

法如何去用，很少有人提出相应的更正方法来解决实务中的

问题。

二、改进措施

对于跨月发现记账数字错误以及会计科目串记当月或者

跨月发现等问题，笔者认为，可借鉴红字更正法和补充登记法

的应用原理，但不需要编制记账凭证，在发现时将过账错误直

接在账簿中用更正登记的方法加以更正，再根据实际情况，采

用红字冲销或补充登记。

例如，1月 10日向甲公司赊购甲材料6 900元，编制20号

记账凭证时是正确的，借：原材料6 900元；贷：应付账款6 900

元，但记账人员在登记总账及明细账时金额均误记为 9 600

元。直到2月10日准备向甲公司偿还款项，与甲公司对账时才

发现过账错误。

可在2月10日直接在账簿中更正：对“原材料”和“应付账

款”科目总账及其明细账科目金额栏分别以红字冲销 2 700

元，并在摘要栏填写“冲销1月10日的20号凭证，过账笔误多

记”，同时需要在 1月 10日的 20号记账凭证及登记账页中补

记：过账多记2 700元，于2月10日更正。反之，若是由于笔误，

少记了，则直接在发现时，应用补充登记法补充登记，于摘要

栏详细说明即可，但一定要注意，在原记账凭证、错误账簿补

记说明，以备对账、查阅。

可以看出，此类错误不需要再编制更正的记账凭证，因为

原记账凭证的编制是无误的，只是账簿上存在错误，这样更正

后既保持了账面整洁、美观，又达到账证一致、相互对照、记录

清晰的效果。

【注】本文系 2012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会计

信息条件下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研究”（项目编号：12CKJZ08）

的部分研究成果。○

一、划线更正法应用存在的问题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六十二条规定，划线更正法即记

账凭证编制正确，但记账人员根据记账凭证记账时对文字或

数字发生笔误，其可先在错误的文字或数字上画一条红线，然

后在划线上方填写正确的记录，记账人员在划线处盖章或签

字，以示负责。若是文字错误，只是划销错误部分；若是数字错

错账更正法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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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和“教学项目支出”两个一级明细科目，对科研项目支出

和教学项目支出进行严格区分。③为更好地配合项目经费的

预算管理，在一级明细科目下应根据具体支出性质设置测试

计算分析费、能源动力费、会议费、差旅费、出版物文献信息传

播费、实验材料药品费、设备费、专家咨询费、劳务费、国际合

作交流费、管理费等二级明细科目。④按课题编号、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等对不同的科教项目设置辅助核算明细账，有助

于全面反映科教项目经费的来源、自筹配套比例、支出范围和

去向等情况，使科研、教学项目经费的核算更加准确完整，更

有利于加强科教项目收支的管控。

3. 与科教项目收支科目相关的净资产核算。在净资产类

科目中，与科教项目收支科目有联系的两个科目分别是“待冲

基金——待冲科教项目基金”和“科教项目结转（余）”科目。

（1）“待冲科教项目基金”科目应在使用科教项目收入购

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或购买药品、卫生材料等物资发生支出

时予以确认，并在相关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投入使用后按期计

提折旧、摊销或领用发出库存物资时一并予以冲减。

使用多渠道来源资金购置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计提

折旧、摊销时应冲减的“待冲科教项目基金”科目金额，以相关

资产应计提的折旧、摊销额乘以相关资产入账成本中科教项

目资金所占的比例确定。处置、盘亏未提足折旧、摊销的相关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未领用发出的相关库存物资，发生

盘亏、变质、毁损的，应在冲销相关资产的同时将该资产所对

应的尚未冲减完的待冲基金一并冲销。

（2）“科教项目结转（余）”科目反映医院尚未结项的科教

项目所取得的累计科教项目收入减去所发生的累计科教项目

支出后，留待以后按原用途继续使用的结转资金，以及医院已

经结项但尚未解除限制的科研、教学项目结余资金。当科教项

目结项后，有结余资金并解除限定的，可以从“科教项目结转

（余）”科目结转入“事业基金”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