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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E_97_E6_B8_85_E7_c42_537187.htm 所得税纳税审核中查

出的大量错漏税问题，多属因账务处理错误而形成的。在查

补纠正过程中必然涉及到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税金的

调整问题。如果只办理补、退税手续，不将企业错误的账务

处理纠正调整过来，使错误延续下去，势必会导致新的错误

和错漏税，造成重复补退税问题，也使企业的会计核算不能

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活动状况。因此，必须做好补退税后的

调整账务工作，使账务处理及纳税错误得以彻底纠正。 调整

账务根据具体情况可采用不同方法，但不论采取何种调账方

法都应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以保证调账的科学性、严肃性

和正确性。1．与现行财税法规相统一的原则。企业的各项成

本、费用的列支，收入的实现，必须依照会计制度、财务制

度及税收法规进行核算。凡是违反各种制度、法规的核算，

只有按照有关法规、制度要求进行调整，才能纠正其错误的

核算，反映企业的真实财务状况，才能保证税收法规的贯彻

执行。2．符合会计原理的原则。会计核算方法是一个严密的

、科学的方法体系，运用科目、编制分录都有具体规则，不

仅日常的核算要按照其基本原理进行，而且在纠正错误、作

出新的财务处理时也必须符合会计核算原理。只有这样，才

能使账户之间的勾稽关系得到正确反映，保持上下期之间核

算的连续、完整性，才能保证调账的科学性、正确性。3．针

对实际，讲求实效的原则。在审核中查出的错账，可能涉及

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账簿错误。因此，在调账



中要针对实际，讲求实效。错误的时间、性质不同是否需要

调账，以及调账的具体方法及繁简程度也不尽相同。是直接

调账，还是需经计算分摊后调账，是只作一笔会计分录，还

是需作几笔会计分录，都要依具体情况而定，确保调账工作

的顺利进行。 一、日常审核中发现错账的调整方法。日常审

核中发现的问题，往往是错误的账项尚未影响到其他核算。

如审核当期材料采购成本，发现将采购基建材料的运杂费记

入原材料成本，该材料尚未领用。对这类错误问题，可采取

会计记账中错账的更正方法，直接进行调整，一般有“红字

更正法”和“补充登记法”两种方法。“红字更正法”是采

取先用红字冲销原错误会计分录，然后再编制正确的会计分

录的错账更正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会计科目用错，或会计

科目虽未错，但实际记账金额大于应记金额的错误账项。“

补充登记法”主要是对少记漏记的金额，采用转账分录，直

接将少记、漏记的金额重新补充登记入账，纠正错误的一种

错账更正方法。它主要适用于漏记，或错账所涉及的会计科

目没有错误，而实际记账金额小于应记金额的情况。 二、年

终结账前查出错误的调整方法。审核期若是在年终结账前，

对于查出的错误问题要根据具体情况直接在当期有关账户进

行调整。如涉及实现利润数额的，可以直接调整“本年利润

”账户的数额，使错误问题得以纠正。 三、以前年度影响损

益项目的调账处理。企业在年度中间发现以前年度会计事项

影响损益的调整，涉及补退所得税的，应对以前年度的利润

总额（或亏损总额）进行调整，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科目进行账务处理。对上年度一些属消耗性费用(消耗性费用

是指企业生产经营已实际支付的如不涉及产品成本核算的工



资、工会经费、捐赠、招待费、罚款等费用)的开支，就其应

补退的所得税数额作“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账务调整。这类

费用不直接影响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即支即耗，账户无延续

性，不能在相关科目中调整冲转。因此对这类消耗性费用的

支出，属于上年的应调整补税，并就应补税款通过“以前年

度损益调整”科目处理。 此外，在材料采购成本、原材料成

本的结转、生产成本的核算中发生的错误，如果尚未完成一

个生产周期，其错误额会依次转入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

、销售成本及利润中，而不是全部转入利润之中。因此，应

根据具体情况，在期末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和本期销售

产品之间进行合理分摊。否则一旦全部调增利润后就会造成

虚增利润。如某企业某月多计材料采购成本20000元，生产领

用一批，所领材料部分加工完成产成品一批，完工产品销售

一部分，其10000元的错误额此时已进入原材料、在产品、产

成品、销售成本之中。因此应按比例计算确定各部分相应的

错误额，相应调整各有关账户，而不能将10000元的错误额全

部调增当期利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