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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凭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文件，是进行会计核算的重

要原始依据。原始凭证的填制必须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1)记

录真实。必须实事求是地填写经济业务，原始凭证上填制的

日期、�业务内容、数量、金额等必须与实际情况完全符合，

确保凭证内容真实可靠。 (2)内容完整。原始凭证必须按规定

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齐全，�同时必须由经办业务的部门和

人员签字盖章，对凭证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负完全的责任。 (3)

填制及时。应当根据经济业务的执行和完成情况及时填制原

始凭证。 (4)书写清楚。原始凭证上的文字和数字都要认真填

好，要求字迹清楚，�易于辨认，不得任意涂改、刮擦或挖补

。一般凭证如果发现错误，应当按规定方法更正。而有关现

金、银行存款收支业务的凭证，如果填写错误，不能在凭证

上更正，应加盖“作废”戳记，重新填写，以免错收错付。 

怎样审核原始凭证？ 审核原始凭证是会计核算工作中必不可

少的环节，是国家赋予财会人员的监督权限。只有经审核无

误后的原始凭证，才能作为编制记账凭证和登记明细分类账

的依据。会计人员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原始凭证进行审

核： (1)审核原始凭证的合法性、合理性。即以国家的有关方

针、政策、法令、�制度和计划、合同等为依据，审核原始凭

证所反映的经济业务是否合理合法，有无违反财经制度规定

，是否按计划预算办事，是否按成本开支范围办事，是否贯

彻专款专用原则，有无贪污盗窃、虚报冒领、伪造凭证等违



纪行为。 (2)审查原始凭证的完整性、正确性。�即审查原始凭

证的内容和填制手续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首先应审核原始

凭证是否具备作为合法凭证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内容；其次审

核原始凭证上有关数量、单价、金额是否正确无误。 原始凭

证中容易出现的错误与舞弊主要有哪些? 原始凭证中容易出现

的错误与舞弊主要有： （１）内容记载含糊不清，或故意掩

盖事情真象，进行贪污作弊。 （２）单位台头不是本单位。 

（３）数量、单价与金额不符。 （４）无收款单位签章。 （

５）开具阴阳发票，进行贪污作弊。 （６）在整理和粘贴原

始凭证过程中进行作弊。例如：利用单位原始凭证粘贴、整

理不规范 的弱点，在进行粘贴、整理时，采用移花接木的手

法，故意将个别原始凭证抽出，等以后再 重复报销；或在汇

总原始凭证金额时，故意多汇或少汇，达到贪污其差额的目

的。 （７）模仿领导笔迹签字冒领。 （８）涂改原始凭证上

的时间、数量、单价、金额，或添加内容和金额。 对于各种

有问题的原始凭证怎样处理？ 在审核原始凭证的过程中，会

计人员要认真执行《会计法》所赋予的职责、权限，坚持制

度、坚持原则。对违反国家规定的收支，超过计划、预算或

者超过规定标准的各项支出，违反制度规定的预付款项，非

法出售材料、物资，任意出借、变卖、报废和处理财产物资

，以及不按国家关于成本开支范围和费用划分的规定乱挤乱

摊生产成本的凭证，会计人员应拒绝办理。对于内容不完全

、手续不完备、数字有差错的凭证，会计人员应予以退回，

要求经办人补办手续或进行更正。对于伪造或涂改等弄虚作

假、严重违法的原始凭证，会计人员在拒绝办理的同时，应

当予以扣留，并及时向单位主管或上经主管报告，请求查明



原因，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怎样填制记账凭证？ 会计人员填

制记账凭证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格式和内容进行，除必须做到

记录真实、内容完整、填制及时、书写清楚之外，还必须符

合下列要求： (1)“摘要”栏是对经济业务内容的简要说明，

要求文字说明要简炼、概括，�以满足登记账簿的要求。 (2)应

当根据经济业务的内容，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确定应借应

贷的账户。�账户使用必须正确，不得任意改变、简化会计账

户的名称，有关的二级或明细账户要填写齐全。 (3)记账凭证

中，应借、应贷的账户必须保持清晰的对应关系。 (4)一张记

账凭证填制完毕，应按所使用的记账方法，加计合计数，�以

检查对应账户的平衡关系。 (5)记账凭证必须连续编号，以便

考查且避免凭证散失。 (6)每张记账凭证都要注明附件张数，

以便于日后查对。 怎样对记账凭证进行编号？ 怎样审核记账

凭证？ 所有填制好的记账凭证，都必须经过其他会计人员认

真的审核。在审核记账凭证的过程中，如发现记账凭证填制

有误，应当按照规定的方法及时加以更正。只有经过审核无

误后的记账凭证，才能作为登记账簿的依据。记账凭证的审

核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记账凭证是否附有原始凭证，记账

凭证的经济内容是否与所附原始凭证的内容相同。 (2)应借应

贷的会计账户(包括二级或明细账户)对应关系是否清晰、金

额是否正确。 (3)记账凭证中的项目是否填制完整，摘要是否

清楚，有关人员的签章是否齐全。 记账凭证中容易出现的错

误与舞弊主要有哪些? 记账凭证中容易出现的错误与舞弊主要

有： （1）会计科目运用错误。 （2）合计金额计算错误。 

（3）记账凭证与所附原始凭证单据不符。 （4）在汇总凭证

中进行作弊。例如，在汇总若干费用报销单据时，故意多汇



总，使付款凭 证上的金额大于所附原始凭证的合计金额，以

达到贪污其差额的目的。又如，在汇总若干张 收款原始凭证

时，故意少汇总，使收款凭证上的金额小于所附原始凭证的

实际金额，以达到 贪污其差额的目的。 （5）记账凭证中的

“摘要”失真，编造虚假记账凭证。 什么是凭证传递？凭证

传递应注意哪些事项？ 会计凭证的传递，是指会计凭证从填

制或取得时起，经审核、记账到装订保管的全过程。各单位

在制定会计凭证的传递程序，规定其传递时间时，通常要考

虑以下两点内容： (1)根据各单位经济业务的特点、企业内部

机构组织、人员分工情况，�以及经营管理的需要，从完善内

部牵制制度的角度出发，规定各种会计凭证的联次及其流程

，使经办业务的部门及其人员及时办理各种凭证手续，既符

合内部牵制原则，又提高工作效率。 (2)根据有关部门和人员

办理经济业务的必要时间，�同相关部门和人员协商制定会计

凭证在各经办环节的停留时间，以便合理确定办理经济业务

的最佳时间，及时所映、记录经济业务的发生和完成情况。 

会计凭证中的数字书写有什么要求？ 依据财政部制定的会计

基础工作规范的要求，填制会计凭证，字迹必须清晰、工整

，并符合下列要求： (1)阿拉伯数字应一个一个地写，阿拉伯

金额数字前应当书写货币币种符号(如人民币符号“￥”)或

者货币名称简写和币种符号。�币种符号与阿拉伯金额数字之

间不得留有空白。凡在阿拉伯金额数字前面写有币种符号的

，数字后面不再写货币单位(如人民币“元”)。 (2)所有以元

为单位(其他货币种类为货币基本单位,下同)的阿拉伯数字，

除表示单价等情况外，�一律在元位小数点后填写到角分，无

角分的，角、分位可写“00”或符号“－－”，有角无分的



，分位应写“0”，不得用符号“－－”代替。 (3)汉字大写

金额数字，一律用正楷或行书书写，如零、壹、贰、叁、肆

、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万、亿、等易于辩认

、不易涂改的字样，不得用０、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或另、毛等简化字代替，不得任意自造简

化字。 (4)大写金额数字到元或角为止的,在“元”或“角”

之后应写“整”或“正”字；大写金额数字有分的，分字后

面不写“整”字。 (5)大写金额数字前未印有货币名称的，应

当加填货币名称（如“人民币”三字），货币名称与金额数

字之间不得留有空白。 (6)阿拉伯金额数字中间有“0”时，

大写金额要写“零”字，如人民币101.50元，�汉字大写金额应

写成壹佰零壹元伍角整。阿拉伯金额数字中间连续有几个“0

”时，汉字大写金额中可以只写一个“零”字，如￥1004.56

，�汉字大写金额应写成壹仟零肆元伍角陆分。阿拉伯金额数

字元位为“0”，或数字中间连续有几个“0”，元位也是“0

”，但角位不是“0”时，汉字大写金额可只写一个“零”字

，也可不写“零”字。如￥1680.32，汉字大写应写成人民币

壹仟陆佰捌拾元叁角贰分。又如￥1600.32，汉字大写应写成

人民币壹仟陆佰元叁角贰分,或人民币壹仟陆佰元零叁角贰分

。 怎样根据会计业务的特点书写“摘要”？ 会计凭证中有关

经济业务的内容摘要必须真实。在填写“摘要”时，既要简

明，又要全面、清楚，应以说明问题为主。写物要有品名、

数量、单价；写事要有过程；银行结算凭证，要注明支票号

码、去向；送存款项，要注明现金、支票、汇票等。遇有冲

转业务，不应只写冲转，应写明冲转某年、某月、某日、某

项经济业务和凭证号码，也不能只写对方账户。要求“摘要



”能够正确地、完整地反映经济活动和资金变化的来龙去脉

，切忌含糊不清。 启用账簿有哪些基本要求？ 为了保证会计

账簿记录的合法性和资料的完整性,明确记账责任,会计人员在

启用账簿时，要填写账簿启用表（即“经管人员一览表”，

见表3－1）。账簿启用表的填写要求是： (1)填写启用日期和

启用账簿的起止页数。如启用的是订本式账簿，�起止页数已

经印好不需再填；启用活页式账簿，起止页数可等到装订成

册时再填。 (2)填写记账人员姓名和会计主管人员姓名并加盖

印章，以示慎重和负责。 (3)加盖单位财务公章，以示严肃。

(4)当记账人员或会计主管人员工作变动时,应办好账簿移交手

续,�并在启用表上明确记录交接日期及接办人、监交人的姓名

，并加盖公章。 表3－1 经管人员一览表 单位名称全宗号账簿

名称目录号账簿页数自第 页起至第 页止共 页案宗号盒 号使

用日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保管期限单位领导人签 章会计主

管人员签 章经管人员职 别姓 名接管日期签 章移交日期签 章

年 月 日年 月 日年 月 日年 月 日登记账簿有哪些基本要求？ 

为了保证账簿记录、成本计算和会计报表不出现差错，登记

账簿必须根据审核无误的记账凭证进行。登记账簿的基本要

求是： (１)内容准确完整。登记会计账簿时，应当将会计凭

证日期、编号、业务内容摘要、金额和其他有关资料逐项计

入账内，做到数字准确、摘要清楚、登记及时、字迹工整。

对于每一项会计事项，一方面要计入有关的总账，另一方面

要计入该总账所属的明细账。账簿记录中的日期，应该填写

记账凭证上的日期；以自制的原始凭证（如收料单、领料单

等）作为记账依据的，账簿记录中的日期应按有关自制凭证

上的日期填列。此外，负责登记账簿的会计人员,在登记账簿



前，�应对已经专门复核人员审查过的记账凭证再复核一遍,这

是岗位责任制和内部牵制制度的要求。如果记账人员对记账

凭证中的某些问题弄不明白，可以向填制记账凭证的人员或

其他人员请教；如果认为记账凭证的处理有错误，可暂停登

记，及时向会计主管人员反映，由其作出更改或照登的决定

。在任何情况下，凡不兼任填制记账凭证工作的记账人员都

不得自行更改记账凭证。 (２)登记账簿要及时。登记账簿的

间隔时间应该多长，没有统一的规定，这要看本单位所采用

的具体会计核算形式而定。总的来说是越短越好。一般情况

下，�总账可以三五天登记一次；明细账的登记时间间隔要短

于总账，日记账和债权债务明细账一般一天就要登记一次。

现金、银行存款日记账，应根据收、付款记账凭证，随时按

照业务发生顺序逐笔登记，每日终了应结出余额。经管现金

和银行存款日记账的专门人员，必须每日掌握银行存款和现

金的实有数，谨防开出空头支票和影响经营活动的正常用款

。 (３)注明记账符号。登记完毕后，要在记账凭证上签名或

者盖章，并注明已经登账的符号，表示已经记账。在记账凭

证上设有专门的栏目应注明记账的符号，以免发生重记或漏

记。 (４)书写留空。账簿中书写的文字和数字上面要留有适

当空格，不要写满格，一般应占格距的1/2。这样，在一旦发

生登记错误时，能比较容易地进行更正。同时也方便查账工

作。 (５)正常记账使用蓝黑墨水。登记账簿要用蓝黑墨水或

者碳素墨水书写，不得使用圆珠笔(银行的复写账簿除外)或

者铅笔书写。在会计上，数字的颜色是重要的语素之一，它

同数字和文字一起传达出会计信息，书写墨水的颜色用错了

，其导致的概念混乱不亚于数字和文字的错误。 (６)特殊记



账使用红墨水。对在登记账簿中使用红色墨水的问题，依据

财政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规定，下列情况，可以用红色墨

水记账：①按照红字冲账的记账凭证，冲销错误记录；②在

不设借贷等栏的多栏式账页中，登记减少数；③在三栏式账

户的余额栏前，如未印明余额方向的，在余额栏内登记负数

余额；④根据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可以用红字登记的其

他会计记录。 (７)顺序连续登记。各种账簿应按页次顺序连

续登记，不得跳行、隔页。如果发生跳行、隔页，应当将空

行、空页划线注销，或者注明“此行空白”、“此页空白”

字样，并由记账人员签名或者盖章。这对避免在账簿登记中

可能出现的漏洞，是十分必要的防范措施。 (８)结出余额。

凡需要结出余额的账户，结出余额后，应当在“借或贷”等

栏内写明“借”或者“贷”等字样。没有余额的账户，应当

在“借或贷”等栏内写“平”字，并在余额栏内用“０”表

示。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必须逐日结出余额。一般

说来，对于没有余额的账户，在余额栏内标注的“０”应当

放在“元”位。 (９)过次承前。每一账页登记完毕结转下页

时，应当结出本页合计数及余额，写在本页最后一行和下页

第一行有关栏内，并在摘要栏内注明“过次页”和“承前页

”字样；也可以将本页合计数及金额只写在下页第一行有关

栏内，并在摘要栏内注明“承前页”字样。也就是说，“过

次页”和“承前页”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在本页最后一行内

结出发生额合计数及余额，然后过次页并在次页第一行承前

页；二是只在次页第一行承前页写出发生额合计数及余额，

不在上页最后一行结出发生额合计数及余额后过次页。 财政

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还对“过次页”的本页合计数的结



计方法，根据不同需要作了规定： 第一，对需要结计本月发

生额的账户，结计“过次页”的本页合计数应当为自本月初

起至本页末止的发生额合计数。这样做，便于根据“过次页

”的合计数，随时了解本月初到本页末止的发生额，也便于

月末结账时，加计“本月合计”数。 第二，对需要结计本年

累计发生额的账户，结计“过次页”的本页合计数应当为自

年初起至本页末止的累计数，这样做，便于根据“过次页”

的合计数，随时了解本年初到本页末止的累计发生额，也便

于年终结账时，加计“本年累计”数。 第三，对既不需要结

计本月发生额也不需要结计本年累计发生额的账户，可以只

将每页末的余额结转次页，如某些材料明细账户就没有必要

将每页的发生额结转次页。 (10)定期打印。对于实行会计电

算化的单位，财政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还提出了打印上

的要求：“实行会计电算化的单位，总账和明细账应当定期

打印”；“发生收款和付款业务的，在输入收款凭证和付款

凭证的当天必须打印出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并与

库存现金核对无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以机器或其

他磁性介质储存的状态下，各种资料或数据的直观性不强，

而且信息处理的过程不明，不便于进行某些会计操作和进行

内部或外部审计，对会计信息的安全和完整也不利。 发现记

账错误时怎样处理？ 由于各种原因的存在，在制证、记账、

编表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错误。发现记账错误时，根据

账簿错误的具体情况，可采取三种不同的更正方法： (1)划线

更正法。凡在结账前发现账簿记录中文字或数字错误时，�可

采用此法。更正时，在账簿中错误文字或数字上划一红线，

以示注销。划线时，要划去错误数字的整个数码，不能只划



去其中个别数码。然后，在红线上方空白处填写正确的文字

或数字，并由更正人员在更正处旁边盖章以示负责。 (2)红字

更正法。当记账凭证中使用会计账户错误，或借贷方向错误

，�或金额记录错误，并且已经登计入账从而造成账簿记录错

误的情况下，可采用此法。更正时，首先，填制一张内容与

错误凭证完全相同而金额是红字的记账凭证，在摘要栏内注

明“更正××号凭证错误”，并据以用红字金额登计入账，

冲销原有的记录；然后，再用蓝字填制一份符合经济业务内

容的记账凭证，并据以登计入账。 (3)补充登记法。记账以后

，虽然记账凭证中应错、应贷账户没有错误，�但所填金额小

于应填金额时，可采用此法。更正时，按照正确数字与错误

数字之间的差额，用蓝字填制一张记账凭证，并据以登计入

账。这样，就补记了少记的数字，使全部金额符合实际。采

用此法时，须在补充记账凭证的摘要栏内注明补充哪个月的

哪一号记账凭证。 什么是单式记账？ 单式记账是一种比较简

单、不完整的记账方法。其特点是：对发生的每一笔经济业

务只在一个账户中进行登记，各账户之间没有严密的对应关

系，账户记录也不可能相互平衡。由于这种方法没有全面反

映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也不便于检查账户记录的正确性和

完整性，目前，很少有单位采用这种记账方法。 什么是复式

记账？ 复式记账是从单式记账法发展起来的一种比较完善的

记账方法。与单式记账法相比较，其主要特点是：对每项经

济业务都以相等的金额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联系的账户

中进行记录(即作双重记录，这也是这一记账法被称为“复式

”的由来)；各账户之间客观上存在对应关系，对账户记录的

结果可以进行试算平衡。复式记账法较好地体现了资金运动



的内在规律，能够全面地、系统地反映资金增减变动的来龙

去脉及经营成果，并有助于检查账户处理和保证账簿记录结

果的正确性。在我国，复式记账曾有借贷记账法、增减记账

法、收付记账法三种，但现在规定使用的只有借贷记账法一

种。 复式簿记的演变，从它的萌芽到接近于完备形式，大约

经历了300年左右(13世纪初至15世纪末)。这一演变过程都发

生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商业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

当时，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很快，出现

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发达的商品

经济，特别是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中十分活跃的商业(包括海

上贸易)和银钱兑换业，都迫切要求从簿记中获得有关经济往

来和经营成果的重要信息。经过一段孕育时期以后，簿记的

方法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科学的复式簿记法在意大利诞生

了。这一演变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佛

罗伦萨式复式簿记的萌芽阶段(12111340年)。这一阶段以1211

年佛罗伦萨银行家采用的簿记为代表(这是目前保存的意大利

最古老的会计账簿，现收藏于佛罗伦萨梅迪奇．拉乌莱芝纳

图书馆)。其主要特点是： 记账方法转账； 记账对象仅限于

债权债务人(人名账户)； 记录形式叙述式(借贷上下连续登

记)。 (2)热那亚式复式簿记的改良阶段(1340一1494年)。这一

阶段以1340年热那亚市政厅的总账为代表(这是会计界公认的

世界上最早的一册明显具备复式记账所有特征的会计记录，

现收藏于热那亚古文化馆)。其主要特点是： 记账方法复式；

记账对象除债权债务(人名账户)外，还包括商品、现金(物名

账户)； 记录形式左借右贷账户对照式(两侧型账户)。 (3)威

尼斯式复式簿记的完备阶段(1494一1854年)。这一阶段以1494



年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著名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

要》(Summa de Arithmetica，Geometria， Pro portion et

Proportionalita)一书的正式出版为代表。本书的出版，使得复

式簿记的优点及方法很快为世人所认识，并广为流传，因而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现代会计的开始。至 1854年，爱

丁堡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出现，会计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职业

。其主要特点是： 记账方法复式； 记账对象除债权、债务、

现金(人名账户与物名账户)外，还包括了损益与资本(损益账

户与资本账户)； 记录形式账户式。 什么是借贷记账法? 借贷

记账法下的记账符号有什么涵义? 借贷记账法是复式记账法的

一种。它是以“借”、“贷”为记账符号，以“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的会计等式为理论依据，以“有借必有贷，借

贷必相等”为记账规则的一种科学复式记账法。 借贷记账法

以“借”、“贷”二字作为记账符号，并不是“纯粹的”、

“抽象的”记账符号，而是具有深刻经济内涵的科学的记账

符号。从字面涵义上看，“借”、“贷”二宇的确是历史的

产物，其最初的涵义同债权和债务有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

展，借贷记账法得到广泛的运用，记账对象不再局限于债权

、债务关系，而是扩大到要记录财产物资增减变化和计算经

营损益。原来仅限于记录债权、债务关系的“借”、“贷”

二字已不能概括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它表示的内容应该包

括全部经济活动资金运动变化的来龙去脉，它们逐渐失去了

原来字面上的涵义，并在原来涵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获

得了新的经济涵义： 第一，代表账户中两个固定的部位。一

切账户，均需设置两个部位记录某一具体经济事项数量上的

增减变化(来龙去脉)，账户的左方一律称为借方，账户的右



方一律称为贷方。 第二，具有一定的确切的深刻的经济涵义

。“贷”字表示资金运动的“起点”(出发点)，即表示会计

主体所拥有的资金(某一具体财产物资的货币表现)的“来龙

”(资金从哪里来)；“借”字表示资金运动的“驻点”(即短

暂停留点，因资金运动在理论上没有终点)，即表示会计主体

所拥有的资金的“去脉”(资金的用途、去向或存在形态)。

这是由资金运动的内在本质决定的。会计既然要全面反映与

揭示会计主体的资金运动，在记账方法上就必须体现资金运

动的本质要求。 借贷记账的基本规则是什么？ 记账规则是记

录、登记各类经济业务的科学法则。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

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什么是会计分录？会计分

录与记账凭证有什么不同? 会计分录是指经济业务发生时，按

照记账规则的要求，确定并列示应借应贷账户的名称及其金

额的一种简明记录。会计分录的格式和要求是：先借后贷；

借和贷要分行写，并且文字和金额的数字都应错开；在一借

多贷或一贷多借的情况下，要求借方或贷方的文字和金额数

字必须对齐。 会计分录不同于记账凭证,记账凭证要求要素齐

全,并有严格的审核与编制程序,而会计分录则只是表明记账凭

证中应借应贷的科目与金额，是记账凭证的最简化形式。会

计分录通常只是为了讲解方便而出现在书本之中，在会计实

务中是很少出现会计分录的。 什么是平行登记？ 平行登记，

即是将同一笔经济业务，一方面计入总账账户，另一方面也

同样计入其所属的明细账账户。但对无明细账户的，不必要

在总账外再设明细账，避免重复登记。 什么是试算平衡？ 试

算平衡，就是指利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平衡原

理，按照记账规则的要求，通过汇总、计算和比较，来检查



会计账户处理和账簿记录的正确性、完整性的一种方法。 短

期投资的入账成本如何确定？ 短期投资的投资成本是指企业

取得各种股票、债券、基金时实际支付的价款，或者放弃非

现金资产的账面价值等。企业购入的各种股票、债券、基金

等，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

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单独核算，不构成投

资成本。具体按以下方法确定： (1)以现金购入的短期投资，

按实际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税金、手续费等相关费用，作

为投资成本。但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

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应当单独

核算，不构成短期投资成本。 已存入证券公司但尚未进行短

期投资的现金，先作为其他货币资金处理，待实际投资时，

按实际支付的价款或实际支付的价款减去已宣告但尚未领取

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作为短期

投资成本。 (2)投资者投入的短期投资，按投资各方确认的价

值，作为短期投资成本。 (3)企业接受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抵

偿债务方式取得的短期投资，或以应收债权换入的短期投资

，按照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短

期投资成本。如果所接受的短期投资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领

取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按照

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减去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加上应支付

的相关税费后的金额，作为短期投资成本，应收股利或应收

利息单独核算。涉及补价的，按照以下规定确定受让的短期

投资的实际成本：①收到补价的，按照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

减去补价，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短期投资成本；②

支付补价的，按照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补价和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短期投资成本。 (4)以非货币性交易

换入的短期投资，按照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

关税费，作为短期投资成本。涉及补价的，按照以下规定确

定换入短期投资成本： ①收到补价的，按照换出资产的账面

价值加上应确认的收益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减去补价后的

余额，作为短期投资成本；②支付补价的，按照换出资产的

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和补价，作为短期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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