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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 T3的报表编制难点

钱有华（高级会计师）

（江苏泰州市妇幼保健所 江苏泰州 225300）

【摘要】企业在利用会计电算化编制报表时，一般会遇到两类问题：一类是编制出来的资产负债表的期末资产

不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二类是利润表中的数据引用错误。这两类错误一旦发生，很难找到原因。对此本文从期

末损益结转、报表取数模板等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力图为会计人员提供帮助。

【关键词】用友 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

企业在利用会计电算化编制报表时，通常会出现一

些常见的问题，实务中会计人员一般把正确的会计分录

经过财务软件进行记账，但是往往生成的会计报表却出

现了错误，例如，编制出来的资产负债表的期末资产不等

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而错误一旦发生，就很难找到原

因。由此本文以用友T3（初级会计电算化考试指定的软
件）为例，通过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在企业中报表编制

的经验，对报表编制中的难点进行分析，力图为会计人员

提供帮助。

一、资产负债表

1. 损益类科目结转出现问题，导致资产负债表中“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会计人员一般认为会计分录只要
借贷方金额相同，那么由此编制出来的报表的金额也一

定是平衡的。但是在实际业务中，只有一般的业务会符合

这个原理，一旦特殊业务出现，编制出来的报表就难免会

出现错误。比如说，损益类科目在期末如果数额出现错

或减少当年应纳税所得、增加亏损 10%以上。这里需要注
意，“固定资产损失占企业该类资产计税成本10%以上”应
理解为占同类固定资产计税基础10%以上，不能理解为占
单个固定资产 10%以上。具体固定资产分类可参照《财政
部办公厅关于启用新修订的〈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标准〉

有关事宜的通知》（财办发［2011］101号）文件颁布的《固
定资产分类与代码》（GB/T14885-2010）标准。

3. 国家税务总局审批事项的问题。《关于企业因国务
院决定事项形成的资产损失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2014年第18号公告）将25号公告中的第十二条
作废，取消了企业因国务院决定事项形成资产损失需向

国家税务总局申报的规定，改为直接向主管税务机关进

行专项申报扣除，但对于第六条中企业因承担国家政策

性任务，以及政策定性不明确等特殊原因形成资产损失

的追补确认期限延长是否继续由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问

题未进一步加以明确，企业在具体操作时还需按照 25号
公告的规定办理。

4. 固定资产折旧调整的问题。《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
税所得额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
29号）第五条第一项规定，“企业固定资产会计折旧年限
如果短于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其按会计折旧年限

计提的折旧高于按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

部分，应调增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企业固定资产会计折旧

年限已期满且会计折旧已提足，但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

年限尚未到期且税收折旧尚未足额扣除，其未足额扣除

的部分准予在剩余的税收折旧年限继续按规定扣除”。那

么对于该类固定资产发生损失时，企业就要注意进行区

分，如果该项资产使用年限已经达到或超过税法规定最

低折旧年限，则其未足额扣除的税收折旧也已在剩余税

收折旧年限扣除，所以直接进行“清单申报”即可，不需考

虑折旧调整的问题；如果该项资产使用年限未达到税法

规定最低折旧年限，这就需要进行专项申报。

企业申报资产损失时不需考虑折旧问题，但是，因其

按会计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高于按税法规定最低折旧年

限计提的折旧部分已做纳税调增，所以在年度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时不要忘了将已调增的折旧做纳税调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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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那么即使分录的借贷金额错误，编制出来的报表也会

借贷方不平衡。

（1）举例介绍。例如一个甲公司，其会计分录涉及损
益类科目的有几下几笔：①借：管理费用 500；贷：库存现
金 500。②借：销售费用600；贷：银行存款 600。③借：银行
存款 11 700；贷：主营业务收入 10 000，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 700。④借：主营业务成本 7 000；
贷：库存商品7 000。
在期末把损益类科目进行结转，其会计分录如下：①

借：本年利润 8 400；贷：管理费用 500，销售费用 900，主
营业务成本 7 000。②借：主营业务收入 10 000；贷：本年
利润 10 000。借：本年利润 1 600；贷：利润分配——未分
配利润 1 600。
（2）例子分析。上述甲公司损益类的会计分录借贷方

的金额都是相等。但是在销售费用结转时，由于甲公司的

会计把“600”，写成了“900”。这样在生成报表中会导致报
表的不平衡。

如果假设甲公司只有上述七笔业务，那么假设资产

负债表的期初借方合计数等于贷方合计数。那么，要想使

得期末资产负债表的借方合计数等于贷方合计数，就要保

证资产负债表的本期发生额借方和贷方的合计数相等。依

照此题，甲公司本期借方的发生额为：-500+11 100-7 000=
3 600；而贷方的发生额合计为：1 700+1 600=3 300。由此
可以看出，甲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发生额的借方和贷方合

计数相差300。分析可以知道，这300正是销售费用在期末
损益结转时候多计的金额。

（3）总结。如果出现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合计不等于
负债加所有权益的合计，这就有可能是因为记账的分录

中借贷方不相等，也有可能是分录的借贷方合计一样，但

是在期末损益类科目进行结转的时候，把某个科目的金

额记错。

2. 资产负债表模板中取数公式设置错误。一些会计
人员认为，利用系统的内置模板中的公式自动生成报表

是正确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

因，第一个原因是财务软件的开发和会计制度的改革可

能并没有同步，导致财务软件的内置公式并不适用新的

会计报表的核算。第二个原因是会计科目的特殊性，不同

的企业在会计科目的选用和设置上是不相同的。因此，会

计人员在利用模板的时候需要对公式作些调整才可以使

用其来编制报表。

（1）“存货”单元公式设置不正确。在利用模板生成资
产负债表后，在数据状态下录入关键字，发现当期资产

负债表的“年初数”和“期末数”不平衡，即资产的年初余

额不等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年初余额的合计数，资产的

期末余额也不等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的合计

数。

笔者在该模板中查出“存货”项目公式设置为：存货

年初数（C15）：C15=QC（“1401”，全年，，，年，，）+QC
（“1402”，全年，，，年，，）+QC（“1403”，全年，，，年，，）+QC
（“1404”，全年，，，年，，）+QC（“1405”，全年，，，年，，）+QC
（“1406”，全年，，，年，，）+QC（“1407”，全年，，，年，，）+QC
（“1408”，全年，，，年，，）+QC（“1421”，全年，，，年，，）+QC
（“1411”，全年，，，年，，）+QC（“1431”，全年，，，年，，）+QC
（“1441”，全年，，，年，，）+QC（“1451”，全年，，，年，，）+QC
（“1461”，全年，，，年，，）-QC（“1471”，全年，，，年，，）。

存货项目应根据“材料采购”、“在途物资”、“原材

料”、“材料成本差异”、“库存商品”、“存货跌价准备”、“生

产成本”、“在产品”、“产成品”等总账账户的期末余额合

计数计算填列。

经对各项目“年初数”和“期末数”设置的公式检查发

现，其公式在设置时漏记了“生产成本”账户余额。因为，

“生产成本”账户期末存在借方余额，表示期末尚未完工

的在产品的实际成本。如果在期末“生产成本”的期末余

额转入“在产品”和“产成品”账户中，则在“年初数”公式

中加计“在产品”和“产成品”账户的年初余额，在“期末

数”公式中加计“在产品”和“产成品”账户的本期期末余

额。如果企业没有设置“在产品”和“产成品”账户，则不必

把“生产成本（5001）”的期末余额转入“在产品”和“产成
品”账户。

对于“存货”项目的年初数计算公式，其纠正方法可

在原公式的基础上加上QC（“5001”，全年，，，年，，），即
“生产成本”的本期期初余额；同理，存货的“期末数”也可

在原公式的基础上加上QM（“5001”，月，，，年，，），即“生
产成本”的本期期末余额。

（2）“未分配利润”单元公式设置不正确。数据状态
下，在生成的资产负债表中录入关键字后，当期资产负债

表的“年初数”和“期末数”不平衡的另一个原因是“未分

配利润”项目的公式设置不正确。经查询，模板中的公式

设置如下：年初数=QC（“4104”，全 年 ，，，年 ，，），期 末
数=QM（“4104”，月，，，年，，）。在编制年度资产负债表时，
因为“本年利润”账户无余额，所以此时该公式可以按照

要求提取出正确的数据。

但是，如果编制年中资产负债表，利用该公式提取数

据则会出现错误，因为“未分配利润”项目是根据“本年利

润（4103）”、“未分配利润（4104）”总账账户的期末余额合
计数计算填列的。在编制年中资产负债表时，因年中不会

对利润进行分配，各个期间损益类账户的发生额则全部

转入“本年利润”账户，“本年利润”账户必定存在期末余

额，所以在编制年中资产负债表时在计算“未分配利润”

期末余额的基础上必须加上“本年利润”账户上期的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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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而上述公式漏记了“本年利润”总账账户的上期期

末余额。

纠正方法需要把公式更改为：G37=QC（“4104”，全
年，，，年，，）+QC（“4103”，全年，，，年，，），H37= QM
（“4104”，月，，，年，，）+QM（“4103”，月，，，年，，）。
（3）需要特殊考虑的取数函数。这些项目主要有“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长期应收款”、“持有至到期投

资”、“长期待摊费用”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等报

表的项目。对于这些项目，会计人员在设置公式的时候要

考虑其特殊性，这是因为，一些长期负债项目，例如“长期

应收款”、“持有至到期投资”和“长期借款”等长期负债的

项目，如果离到期日不满一年，则要把这些报表项目重新

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或者是“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报表项目中。大多数会计人员可能会因为

疏忽而忘记了这点。

例如甲企业在 2014年 1月，其中有两个长期资产的
项目离到期日短于一年，分别是“长期应收款——乙企业

（科目代码：153101）”、“持有至到期投资——丙企业（科
目代码为：150103）”。在期末要对模板中的取数函数进行
以下的调整：

对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调整公式可以参

照上表的公式的调整方法，此处不在进行赘述。

二、利润表

1. 模板中的取数公式错误。最新的利润表中有两个
栏目，分别是“本期金额”和“上期金额”，而原来利润表中

的两个栏目分别是“本期数”“和本年累计数”针对这个最

新修订栏目，在电算化中如何进行取数并没有进行详细

的说明。由此，在实际的操作中关于这两个栏目填法出现

不统一。

以“本期金额”栏为例，有的人认为此处是本月发生

额，也有人认为是应填年初至本月发生的累计额。而且在

会计电算化考试中，一般为了简化，利润表的编制一般是

要求某个月的，所以在高校的教学中，一些老师就一般会

把“本期金额”栏就认定为本月的发生额，实际上这种理

解是不对的。

笔者认为，“本期金额”是一个累计的金额，应为上期

至本期发生的金额。而“上期金额”应该参照上一年的“本

期金额”,这样做法显然比较合理。但是，在会计电算化的

软件中的“本期金额”的取数公式却是“本月发生额”的定

义公式“，而“上期金额”栏却没有设置默认的取数公式。

以下通过“管理费用”为例进行分析。

（1）“本期金额”栏公式设置。在系统默认的模板中
“本期金额”栏的“管理费用”项目的取数公式为：FS
（“6604”，月，“借”，，年），这个函数代表是取“管理费用”
账户在某年某月的借方发生额。这个取数公式并不完

善，笔者认为“本期金额”应包含上期至本期的累计发生

额。所以应把取数公式调整为：LFS（“6604”，月，“借”，，
年）。

（2）“上期金额”栏公式设置。对“上期金额”栏财务软
件中一般没有进行系统的公式设置，由此，笔者认为要对

其公式进行设置。以“管理费用”项目为例。可以进行的公

式设置为：select（C11，年 @=年+1 and 月 @=月），这个公
式代表取上一个会计年的本月利润表中 C11 单元（即管
理费用）的本期金额。

对于利润表中的其他项目也可以同样依照管理费用

的公式设置进行调整，此处不再赘述。

2. 应注意的事项。此损益类的特殊事项是指应红字
登记的金额而被会计人员误认为用蓝字进行了登记。

例如甲企业在2014年1月1日，收到了中信银行存款
的利息凭证。由此甲企业可以根据凭证确认利息收入1 500
元。该笔业务在会计教学中的分录一般是：借：银行存款

1 500；贷：财务费用1 500。
这个分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在会计电算化软

件中“财务费用”科目余额默认为“借方”，并且内置模板

中的“财务费用”的公式是取“借方”的发生额。由此，若把

借方 1500 元记入“财务费用”科目的“贷方”，依照系统的
内置公式LFS（“6603”，月，“借”，，年）就没有办法取到数
据，最终导致生成的报表数据是错误的。

由此，笔者提出针对这个问题可以采用红字记账的

方法，即做分录：借：银行存款 1 500 ；贷：财务费用 1 500 ，
这里的方框内的数字代表红字。这个处理方法在会计电

算化的操作中比较常见，这个分录实际上把财务费用的

贷方余额 1 500调到了借方。与原分录的含义一致，同时
也与模板内置公式的 LFS（“6603”，月，“借”，，年）取数规
则保持了一致。这样的处理使模板的公式可以正常的使

用，最终确保报表数据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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