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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1、出纳现金未日清月结，月末未与会计及时

对账，不能及时发现是否存在盘盈盘亏等问题和查明原因。

2、库存现金过多，日常结算大量使用现金，存在潜在的不安

全因素和舞弊隐患；库存现金账面出现负数，给人的第一印

象就是假账，因为正常情况下，库存现金余额是不太可能出

现负数的，一般都是因为挑选部分单据做“外账”时会才会

出现这种情况。 3、会计长期未对出纳经管的现金进行检查

，个别出纳利用管理漏洞挪用现金而公司却未能及时发现。

4、银行账户无必要地开立太多，浪费时间不说，因为银行账

户如达不到规定存款金额，很多银行还要收取账户管理费；

银行账户无必要地开立在离公司很远或不方便去的地方；外

币账户未进行同时反映外币和人民币本位币的复币核算，很

多人不了解外汇复币核算的概念和方法。 5、银行存款余额

很大而不进行相关财务安排，如果银行存款余额很多，且暂

时无其他投资或使用计划，可根据现金流量预测安排一些不

同期限的银行定期存款组合，因为定期存款利率比活期高，

且如需提前支取，利率与活期存款利率一致，举手之劳，何

乐而不为？ 6、在珠江三角区及广东其他一些地区，不少银

行已实现了支票通用，有些仍使用电汇等结算手段，无必要

地浪费手续费。 7、银行回单及对账单长期不取回；银行日

记账与银行对账单未定期进行核对；出现未达账项未编制银

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亦未跟踪处理；存在直接凭银行对账单



做账的现象，建议至少在年终结算前，应取回所有银行的回

单并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建议可将银行对账单附在每期的会

计凭证最后装订，以免遗失。 8、交易发生时，未严格审查

客户及借款人的信用，造成应收往来出现坏账的隐患。 9、

应收往来与客户长期不对账；长期不采取措施清收欠款；出

现坏账时，长期不处理；对外币计价的往来未进行复币核算

。 10、股东借款数额较大且时间很长未及时结清，依规定，

超过一定期限的股东借款视同分红。 11、坏账损失未及时报

经税局审批，造成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 12、收付款项

时，对发票的角、分尾数不计，亦不及时进行账务处理，造

成往来明细账始终有零星尾差，导致工作量增加或不方便对

账，建议最好依发票金额而不要扣减零星的尾数收付款。 13

、编制资产负债表时，重分录错误。正确的应是应收账款对

应预收账款，预付账款对应应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对应其他

应付款，且重分类应根据相关科目和明细来进行，如应收账

款中张三公司为借方余额为10000元，李四公司为贷方余

额5000元，则资产负债表上应收账款应列示10000元，预收账

款列示5000元。 14、短期投资（如购买股票投资）未及时进

行相关投资损益的核算。 15、存货未设数量金额式明细账，

不反映数量核算；生产成本科目未按成本项目设明细账进行

核算，制造费用科目期末仍保留有余额。 16、存货数量未定

期与仓库对账，出现差异未及时查明原因更正，未定期进行

存货盘点，出现盘盈盘亏及毁损、变质未能及时发现和处理

，有些公司损耗率明显偏高未采取措施予以控制。 17、存货

料到单未到时，不进行暂估入账处理，致使期末存货可能出

现负数；或虽进行暂估入账，但把相关的进项税额也暂估在



内，若该批材料当年耗用，对当年的销售成本将造成影响；

或长期未取得相关发票，从而可能被税务局调增应纳税所得

额或处罚。 18、待摊费用未按照受益期间正确摊销，未按项

目设置相应的明细账，待摊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的核算范围

混淆。 19、固定资产及累计折旧未进行分类，未按具体的固

定资产设立相应的明细账，不能清晰反映每项固定资产的原

值和累计折旧，导致在固定资产清理时，难以取得该项固定

资产原值及已提折旧的数据，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下月应

计提折旧，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应从下月起停止计提折旧

。 20、固定资产清理时，未通过固定资产清理科目核算，亦

不转销该固定资产计提的累计折旧，而是直接减计固定资产

，造成某项固定资产原值为已为零，但相应的累计折旧明细

科目仍有余额。 21、购买的财务软件未列入无形资产科目核

算，摊销年限低于5年。 22、应付票据和其他货币资金的核算

范围混淆。依规定，商业及银行承兑汇票属应付票据科目的

核算范围，而银行汇票不属于应付票据的核算范围。 23、预

收账款余额很大，原因往往是应确认收入而未确认收入，容

易引起税局的关注。 24、收到营业款项时记入预收账款，然

后利用支付现金方式冲销，而实际上该款项的性质是收入，

这是典型的假账手法，较易被查处。 25、计提工资时的分录

体现代扣社会保险和个人所得税等项目（如：借：管理费用

，贷：应交税金-应交个人所得税，贷：应付工资），而不是

在实际发放的分录中处理这些代扣项目，“应付工资”科目

的贷方与计入各成本费用中的“工资”明细科目金额不符，

不利于统计相关数据和填列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等有关表

格。 26、计提个人所得税时，通过“其他应收款”而非“应



交税金”科目，但同时又通过“应交税金”科目核算个人所

得税，不仅无必要地增加工作量，而且容易造成账目混乱，

画蛇添足。实际上只需通过“应交税金”科目处理即可。 27

、公司在使用“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科目的同时，

有些工资、福利性费用发生时又直接计入成本费用科目中的

“工资”明细科目中，核算方法不统一，不利于统计、核对

相关数据和填列相关报表。应付工资及应付福利费科目有时

出现甚至借方余额。 28、未设立“应交税金”、“其他应交

款”科目，而是在实际缴纳时直接计入“主营业务税金及附

加”等科目，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亦不方便统计相关数

据。 29、填列纳税申报表尤其是一般纳税人申报表时未与会

计账务系统核对收入、销项税额、进项税额等有关数据，发

生错报时未能及时发现；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只填列本期数而

不填列累计数，不方便对账和检查。 30、各应交税金明细科

目余额未与实际应纳而未纳税额进行核对；相关纳税凭证未

及时取回；未及时发现错误；发现错误后未及时调整。 【把

会计从业加入收藏夹】★【更多资料请访问百考试题会计从

业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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