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上海会计证考试学习讲义－会计基础（二十五）会计

从业资格证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

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4_B8_8A_c42_647307.htm id="news_con" class="mar10"> 第

八章 财产清查 第一节 财产清查的种类和一般程序 一、财产

清查的意义 财产清查是指通过对货币资金、实物资产和往来

款项的盘点或核对，确定其实存数，并查明账存数与实存数

是否相符的一种专门方法。 按照会计制度的要求，任何单位

都必须通过账簿全面、连续、系统地反映财产的增减变动和

结存情况，并通过物资管理，保证账簿记录与实物、款项相

符。但客观情况十分复杂，许多原因都会使账存数与实存数

发生差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自然条件的

影响或计量的尾差所发生的质量或数量的变化；第二，由于

制度不严或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计算差错、登记错误或霉

烂变质损失；第三，由于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或非法侵占等

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失。 财产清查对于保证会计核算资料的真

实和可靠，保护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充分挖掘企业物资

潜力，促进企业健全制度和遵守财经纪律等方面有着重要意

义。 （一）可以确保账实相符。保证会计核算资料的真实和

完整 通过财产清查，可以确定各项财产的实存数，将实存数

与账存数进行对比，如发现盘盈和盘亏，及时调整账簿记录

，做到账实相符，以保证账簿记录的真实、正确，为经济管

理提供可靠的数据资料。 （二）可以加强物资管理。保护财

产物资的安全与完整 若在财产清查过程中发现财产损坏、丢

失、被非法挪用，或被贪污盗窃等情况，就必须查明各种财



产的收发和保管制度的执行情况，采取措施，堵塞漏洞。在

清查债权、债务过程中.也可以通过清理悬账悬案，加速资金

结算和账款催收.避免坏账损失。 （三）可以充分利用资金.

挖掘财产物资的潜力 在清查过程中，必然要对各种财产物资

的储备和利用情况加以核实，有利于采取措施，重新组合，

充分挖掘财产物资的利用潜力。 （四）可以促进企业建立健

全规章制度 通过财产清查，企业可以对资金结算、账务核算

、财产验收保管以及债权、债务、资本金的管理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查研究，找出原因，采取措施，

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并促使企业认真贯彻执行，严格遵守财

经纪律。 二、财产清查盘存制度 财产物资的盘存制度有实地

盘存制和永续盘存制。 （一）实地盘存制 是指企业对各项财

产物资，只在账簿中登记其收入数，不登记其发出数，期末

通过对实物的盘点来确定财产物资结余数，然后倒挤出本期

发出数的一种盘存制度。其计算公式为： 本期发出数=期初

结存数 本期收入数-期末实存数 实地盘存制的优点简便易行

，但如果内部控制制度不严，期末实存数的正确性就成问题

，从而导致本期发出数也未必可靠。 （二）永续盘存制 是指

企业对各项财产物资的收入和发出的数量及金额，都必须根

据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在有关的账簿中进行连续登记，并随

时结出账面余额的一种盘存制度。其计算公式为： 期末账面

结存数=期初账面结存数 本期收入数-本期发出数 以上公式与

实地盘存制的公式内容相同，但次序不同。实地盘存制是根

据期末实存数倒挤出本期发出数，而永续盘存制是减去本期

实际发生数后结出期末实存数。后者手续比较严密，会计账

簿起到了实际控制财产物资收、付、存的作用，有利于加强



财产管理，因此为大多数企业所应用。另外，由于永续盘存

制对财产物资的发出逐笔都有记录，且有原始凭证为依据，

容易追查差错的来龙去脉，也容易控制差错和非法行为的发

生，是控制差错和制止非 法行为的有效方法。 永续盘存制虽

然实际记录了财产物资的收、付、存数量和金额，但账簿记

录与实际盘存的数量和金额，仍然有发生差异的可能。因此

，即使是实行永续盘存制，也必须定期进行财产清查，以确

保账实相符。 【例8-1】某商业公司月初库存甲商品50件，单

位成本1000元，本月购入甲商品950件，单位成本1000元；本

期销售甲商品900件，期末经实地盘点，查明甲商品实存为80

件，则按照永续盘存制和实地盘存制可分别计算如下： 永续

盘存制下销售甲商品的成本=1000×900=900000（元） 月末甲

商品账面余额=1000×50 1000×950-900000=100000（元） 实地

盘存制下销售甲商品的成本=1000×50 1000×950-1000

×80=920000（元） 从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到，在永续盘存制下

，通过实地盘点可以查明实存金额（80000元）和账存金额

（100000元）不符。因此，可以通过财产清查，确定财产物

资实有数，并确定盘盈、盘亏数额。 在实地盘存制下，本期

发出金额是倒挤得到的，无法确定盘盈、盘亏。实际上，盘

亏金额20000元（10000080000），也作为本期耗用数额计算确

认。 在会计核算中大部分财产物资均应采用永续盘存制。 三

、财产清查的种类 （一）按财产清查的对象和范围分为全面

清查和局部清查。 1.全面清查 全面清查是指对全部财产物资

和往来款项等进行全面的盘点和查询。原则上讲，全面清查

的范围应包括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所有有关项目。以

制造企业为例，全面清查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各项： （1）现



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和银行借款。 （2）各种机器

设备、房屋、建筑物等固定资产。 （3）各种原材料、半成

品、产成品等流动资产。 （4）各项在途材料、在途商品及

在途物资。 （5）各种应收、应付、预收、预付款等往来款

项。 （6）接受或委托其他单位加工保管的材料和物资。 （7

）各种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等有关所有者权益项

目。 全面清查的内容多、范围广、投入的人力多，不可能经

常进行，一般只用于年终结算前的清查。当然，在某些特殊

情况下，如企业破产、合并、改变隶属关系、清产核资或单

位主要负责人调离工作岗位等，为了明确经济责任或核定资

金，也要进行全面清查。 2.局部清查 局部清查是指根据需要

对部分财产物资和往来款项等进行的盘点和清查。其清查的

主要对象是流动性较大的财产，如现金、原材料、在产品和

库存商品等。局部清查范围小，内容少，涉及的人员较少，

但专业性较强。主要包括以下各项： （1）对于现金，应由

出纳员在每日业务终了时清点，做到日清月结。 （2）对于

银行存款和银行借款，应由出纳员每月同银行核对一次。 

（3）对于原材料、在产品和库存商品除年度清查外，每月应

有计划地重点抽查，对于贵重的财产物资，应每月清查盘点

一次。 （4）对于债权、债务，应在年度内至少核对一至两

次，如有问题应及时核对，及时解决。 （二）按财产清查的

时间分为定期清查和不定期清查。 1.定期清查 定期清查是按

预先确定的时间对财产物资所进行的清查。定期清查的对象

和范围不定.可以是全面清查也可以是局部清查，清查的目的

是为了及时发现账实不符。调整错误，核实损益，保证会计

报表的真实与完整。定期清查通常在年末、半年末、季末、



月末结账时进行。 2.不定期清查 不定期清查是指事先没有规

定清查时间，根据特殊需要而进行的临时性清查。不定期清

查主要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进行： （1）为了明确经济责任，

在财产物资或现金的保管人员发生变动时，对其经管的财产

进行清查。 （2）上级或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对本单位会计或

业务进行审查时，根据审查的要求和范围对财产物资进行的

清查，其目的往往是验证该单位会计资料的可靠性。 （3）

企业进行兼并、破产或转移所有权时，对企业的财产进行清

查，目的是摸清企业的家底。 （4）发生自然灾害或贪污盗

窃时.对受损的财产物资进行清查，目的是查清损失情况。 上

述定期清查、不定期清查可以是全面清查，也可以是局部清

查，应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 四、财产清查的一般程序 1.建

立财产清查组织。清查组织应由单位领导和财务会计、业务

、仓库等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一般应由管理层研究制订财

产清查计划，确定工作进度和方式方法。 2.组织清查人员学

习有关政策规定，掌握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业务知识，以

提高财产清查工作的质量。 3.确定清查对象、范围，明确清

查任务。 4.制定清查方案，具体安排清查内容、时间、步骤

、方法，以及必要的清查前准备。 5.清查时本着先清查数量

、核对有关账簿记录等，后认定质量的原则进行。 6.填制盘

存清单。清查人员要做好盘点记录，填制盘存清单，列明所

查财产物资的实存数量和款项及债权债务的实有数额。 7.根

据盘存清单填制实物、往来账项清查结果报告表。备考咨询

工程师考试最有效复习方法通过咨询工程师考试的四手准备

！ 备考09年咨询工程师考试应具备的心态 “三招记忆法”攻

克咨询工程师难背关 备考咨询工程师考试应克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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