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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一些会计教科书对会计技能操作的描述和示例

不规范，在会计教学中也带来了一些困惑。例如记账凭证

空行划线注销、记账凭证的承前页和过次页、年底“结转

下年”等，本文将逐一进行分析。

一、记账凭证空行划线注销方法

记账凭证空行划线注销不规范做法常见于通用记账

凭证和转账凭证中。由于这两种记账凭证均有借方金额

和贷方金额两栏，在空行划两条斜线（左边借方金额栏一

条，右边贷方金额栏一条）注销时，常见不规范做法是左

边那条线从借方金额栏最后一个数据下一行开始划到合

计行的上一行止。

根据《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五十一条第（六）款的规

定：记账凭证填制完经济业务事项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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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通用记账凭证和转账凭证空行划线注

销的正确做法是：如果划两条斜线，则应以右边（贷方金

额栏）斜线为基准划东北—西南向平行斜线（或两条等高

“S”线）；如果划一条东北—西南向长斜线，则可避免上述

不规范划线方法。总之，不管是划几条斜线注销，有数字

的行就不是空行，斜线不能划到有数字的行。

二、记账凭证的“承前页”和“过次页”

一笔经济业务需要填制两张及以上记账凭证的，涉

及记账凭证的承前页和过次页问题。常见不规范做法有：

只有上页的过次页行没有下页的承前页行；只有下页的

承前页行没有上页的过次页行；或者这两行都没有。

笔者认为规范的做法是，上一页记账凭证填写完毕

结转下页时，应当结出本页合计数：借方金额合计或（和）

贷方金额合计数，写在本页最后一行（即合计行）和下页

记账凭证第一行有关金额栏内，并在上页记账凭证的“合

计”处（即合计行）注明“过次页”字样，在下页第一行的总

账科目栏内注明“承前页”字样，再继续填制本张记账凭

证直至完成。

这样有“启下”、有“承上”，完整、严谨；同时在总账科

目栏注明“承前页”字样，既使记账凭证美观又可避免因

他人添加科目给会计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三、年底“结转下年”的做法

年底结账，有余额的账户“结转下年”时五花八门：

1. 在结计“本年累计”的下一行的摘要栏内注明“结

转下年”字样，并将年末余额以相反方向记入发生额栏，

如为借方余额，则记入贷方栏，如为贷方余额，则记入借

方栏；这一行的借贷方向栏注明“平”，余额栏注明“0”的
符号，并在这行的下端划两条通栏红线以示“封账”。这种

做法易混淆发生额和余额，又让人误解为该账户年末余

额是0，同时破坏了该账户年度记录的完整性。

2. 年度结账时，有余额账户的“本季合计”下一行的

摘要栏注明“本年累计”或“结转下年”字样，在借方、贷方

和余额各栏计算并填写本年发生额及余额，并在该行的

下端划通栏双红线。这种做法实质是“本年累计”与“结转

下年”不同时间不同性质的事务合并，不可取。并且如注

明“本年累计”字样，就无法“结转下年”；如注明“结转下

年”字样，就没有“本年累计”，不科学。

3. 年度结账时，有余额账户的“本季合计”下一行的

摘要栏注明“本年累计”字样，在借方、贷方和余额各栏计

算并填写本年发生额及余额，再在这行下端划通栏双红

线，下一行摘要栏填写“结转下年”字样，并将余额抄入这

行的余额栏。这种做法不科学，结转下年行的余额多余。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年

度结账时，全年累计发生额下面应当通栏划双红线。第

（三）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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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摘要栏注明“上年结转”字样。

可见，年底有余额账户结转下年的规范做法是：在结

计“本年累计”后，在“本年累计”行的下端通栏划双红线，

并在“本年累计”行的下一行的摘要栏注明“结转下年”字

样即可。这样做既简单，又保持了年度发生额和余额的正

确、完整，避免误解。年度结账不需要填制记账凭证，也不

必将余额记入本年账户的借方或贷方，因为既然年末是

有余额的账户，其余额应当如实地在账户中加以反映，否

则容易混淆有余额的账户和没有余额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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