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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字记账凭证在损益核算中的应用

1. 在期间费用类账户中的应用。期间费用包括管理

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一般账务处理为，期间费用

发生时，登记在该类账户的借方，表示增加；期间费用结

转或减少时，登记在该类账户的贷方。而在会计实务中，

期间费用的减少用红字记账凭证处理。

例 1：2014年 3月 31日，企业存货保管部门通过对存

货地盘点，制作存货盘点表（如下表）。

该盘点表通过领导审批后，一般账务处理为：

借：原材料——甲材料 35 000
库存商品——A产品 10 000
贷：管理费用——存货盘盈 45 000

实际账务处理，管理费用无需登记在贷方，而是用红

字登记在借方：

借：原材料——甲材料 35 000
库存商品——A产品 10 000
管理费用——存货盘盈 -45 000

例 2：2014年 3月 31日，企业开户行中国建行转来一

笔存款利息入账单，金额为3 000元。

一般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中国建行 3 000
贷：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3 000

实际账务处理，财务费用无需登记在贷方，而是用红

字登记在借方：

借：银行存款——中国建行 3 000
财务费用——利息收入 -3 000

2. 在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类账户中的应用。销售收

入类账户主要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和“营

业外收入”等；销售成本类账户主要包括“主营业务成

本”、“其他业务成本”和“营业外支出”等。一般账务处理

为：销售收入增加时，登记在销售收入类账户的贷方，销

售收入结转或减少时，登记在销售收入类账户的借方；销

售成本增加时，登记在销售成本类账户的借方，销售成本

结转或减少时，登记在销售成本类账户的贷方。在实际账

务处理中，销售收入类和销售成本类账户的减少，用红字

记账凭证处理。

例3：2014年3月9日，销售A产品一批，数量50吨，单

价6 000元/吨，销售金额300 000元，增值税51 000元，手

续已经办理，款项未收。单位产品成本5 000元/吨。3月30
日因产品质量问题退回10吨，手续已经办理。

3月9日，销售时：

借：应收账款——某客户 351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A产品 3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1 000
结转销售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A产品 250 000
贷：库存商品——A产品 250 000

3月30日，产品退回时，一般账务处理为：

借：主营业务收入——A产品 6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0 200
贷：应收账款——某客户 70 200

销售成本转回：

借：库存商品——A产品 50 000
贷：主营业务成本——A产品 50 000

存货盘点表
2014年3月31日

序号

1

2

合 计

存货名称

甲材料

A产品

盘盈/盘亏

盘盈

盘盈

数量（吨）

10

2

12

金额（元）

35 000

10 000

4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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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实际会计工作中，通过填制红字记账凭证，对企业的账务处理能起到冲减作用，可以对错账进行更

正，恢复业务的本质。本文分析了红字记账凭证在损益核算中的应用、在往来账户核算中的应用、在错账更正中的应

用，并对红字记账凭证应用进行总结和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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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账务处理时，主营业务收入无需登记在借方，而

是用红字登记在贷方；主营业务成本无需登记在贷方，而

是用红字登记在借方：

借：应收账款——某客户 -70 200
贷：主营业务收入——A产品 -6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0 200
销售成本转回：

借：库存商品——A产品 50 000
主营业务成本——A产品 -50 000

通过例 1、2、3可以看出，期间费用类账户、销售收入

类账户和销售成本类账户，在业务发生减少时，都是用红

字记账凭证冲减。为什么这样处理呢？因为企业采用财务

软件编制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时，财务软件自动处理，利

润表的公式设置为所有收入类账户只取贷方发生额，所

有成本类账户、费用类账户和支出类账户只取借方发生

额。假设企业本月只发生上述业务。如果用红字记账凭证

进行账务处理，利润总额=（300 000-60 000）-（250 000-
50 000）-（-45 000 -3 000）=88 000（元）。如果采用一般

账务处理方法，利润总额=300 000-250 000=50 000（元）。

可以看出，用红字记账凭证进行账务处理结果正确，而

用一般账务处理方法结果不正确，二者相差 38 000 元

（88 000-50 000）。
由于一般账务处理方法 下成本费用类账户的贷方

发生额未提取数为98 000元（45 000+3 000+50 000），收入

类账户的借方发生额未提取数为 60 000元，所以二者相

差38 000元（98 000-60 000）。结果利润表的利润总额减少

38 000元，资产负债表不平衡，所有者权益减少38 000元。

所以，采用财务软件进行账务处理时，建议损益类账

户的减少用红字记账凭证处理，而进行手工账务处理时

不存在这一问题。

二、红字记账凭证在往来账户核算中的应用

1. 在“预付账款”冲减“应付账款”账户中的应用。

例 4：企业于 2014 年 4 月 3 日预付 B 公司材料款

200 000元，4月25日购入B公司材料，款项为180 000元，

手续已经办理，材料已经入库。已通过“应付账款”账户

处理。

月末，“预付账款”冲“应付账款”：

借：应付账款——B公司 180 000
预付账款——B公司 -180 000

5月5日预付账款被退回时：

借：银行存款——中国建行 20 000
预付账款——B公司 -20 000

2. 在“应付账款”冲减“应付账款”账户中的应用。在

实际工作中，应付账款的供应商有可能张冠李戴，例如会

把C公司误记为D公司。

例 5：企业于 2014年 4月欠C公司账款 50 000元，而

计入应付账款时误记为D公司，即“应付账款——D公司”

账户余额为50 000元，月末核对往来账时，发现此笔业务

有误，可以做一笔红字记账凭证更正。

贷：应付账款——C公司 50 000
应付账款——D公司 -50 000

通过红字记账凭证处理业务，能够真实反映经济业

务的本质，特别是从账户的合计数以及累计数来看。如例

5中，“应付账款——D公司”账户贷方多计 50 000元，现

用红字记账凭证从贷方冲销 50 000元，合计数以及累计

数都为0。如果不用红字记账凭证处理业务，则“应付账款

——D公司”账户的合计数以及累计数都为 50 000元，贷

方合计数和累计数表示企业欠D公司账款50 000元，借方

合计数和累计数表示企业欠D公司账款50 000元已支付。

三、红字记账凭证在错账更正中的应用

在记账以后，发现记账凭证中应借、应贷科目名称有

错误，所造成的账簿记录错误，或者原记账凭证中科目正

确，只是所记金额大于应记金额，或者只是所记数量大于

应记数量，需要通过填制红字记账凭证进行更正。

例6：企业第一生产车间于2014年4月18日领用甲材

料 30 000公斤，仓库已发出材料，做账时发出材料 30 000
公斤误当做 300 000公斤，金额正确。于 5月 15日发现此

错误，此时4月账已结。

手工账务处理：

借：生产成本——A产品——直接材料 0
贷：原材料——甲材料 0（数量：-270 000）

财务软件账务处理：

借：生产成本——A产品——直接材料 -30
贷：原材料——甲材料 -30（数量：-270 000）

借：生产成本——A产品——直接材料 30
贷：原材料——甲材料 30（数量：0）

在采用财务软件进行账务处理时，记账凭证金额不

能为0。要想减少材料出库数量，保持金额不变。可以做两

张记账凭证：一张红字记账凭证，一张蓝字记账凭证，数

量不同，金额相同。两张记账凭证相抵后，材料出库数量

减少270 000公斤，金额没有改变。

红字记账凭证的用法除上述以外，还有原材料暂估

入库的冲回，企业的免增值税收入冲减等，应用广泛。通

过对红字记账凭证的总结和归纳，有助于我们能够迅速

和准确地处理日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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