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复习思考题练习题答案

复习思考题

1.会计账簿是以会计凭证为依据，对各项经济业务进行全面、系统、连续、分类记录和核算

的簿记，它由具有一定格式并且互相联系的账页所构成。

意义：（1）可以全面、系统、连续地反映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情况，把会计凭

证所记载的大量分散资料加以分类、整理，从而全面、系统、连续地在账簿上加以记录，为

经济管理提供各种会计信息。

（2）通过设置和登记账簿，可以系统地登记、归纳和积累会计信息资料，为改善企业经济

管理、合理使用资金提供资料。

（3）通过设置和登记账簿，可以为计算财务成果、编制财务报表提供依据。

（4）通过设置和登记账簿，利用账簿的核算资料，为开展财务分析和会计检查提供依据。

2.

异：（1）作用与功能不同。会计凭证对经济业务的记录是零星、分散的，每张记账凭证只

能记录一项或几项类似的经济业务；会计账簿通常反映的是一个会计科目在一定期间的财务

情况。会计账簿对经济业务的记录是分类、序时、全面、连续的，是对会计凭证所记载的大

量分散资料的分类与整理，再全面、系统、连续地在账簿上进行记录。会计账簿是以会计凭

证为依据的。

（2）记账规则不同。记账凭证是根据经济业务单据，按照会计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而编

制的一种通用凭证，有借、贷方，要求借、贷方金额各自的合计数相等。会计账簿是根据记

账凭证中的各个会计科目单独进行归类或汇总。会计账簿是根据记账凭证的业务发生的金额

来记录的。通俗来说，凭证在前，账簿在后。

（3）格式不同。记账凭证格式有制单日期、摘要、会计科目、借方和贷方，它是根据每一

笔经济业务的发生情况来编制会计分录的，一张记账凭证中可能有两个及以上的会计科目。

而会计账簿格式除了有业务日期、会计科目、摘要、借方和贷方外，还有期末余额方向和期

末余额栏，它用于反映一个科目在一定期间的所有类似经济业务状况。每页会计账簿只能反

映一个会计科目的账目明细或汇总情况。一般以每月和年度为一个期间。会计账簿根据业务

汇总情况的不同，分为日记账、分类账、辅助账。分类账又分为明细账和总分类账，明细账

又分为三栏式明细分类账、多栏式明细分类账、数量金额式明细分类账、平行式明细分类账。

同：都能反映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情况，是对每一笔经济业务的记录。

结果不同：会计凭证是记录经济业务、明确经济责任、据以登记会计账簿的书面证明，登

记的经济业务比较零散。而会计账簿登记的经济业务是全面、系统、连续的，可以登记、归

纳和整理会计信息。

3.订本式账簿优点：可以防止账页的散失和非法抽换；

缺点：在账页固定后，不便于分工记账，也不能根据需要增减账页。

活页式账簿优点：可以根据需要增添或重新排列账页，并且可以组织同一时间分工记账；

缺点：账页容易丢失或抽换。

订本式账簿用于一般企业的库存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及分类总账，活页式账簿用于

一般企业的明细分类账。

4.普通日记账是把每天发生的所有经济业务，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逐笔进行登记的账簿。

特种日记账是将大量重复发生的同类经济业务，集中在—本日记账中进行登记的账簿。

需要记录每天发生的所有经济任务时设置普通日记账；需要记录大量重复发生的同类经济业

务时，比如库存现金、银行存款、转账、购货以及销货等经济业务，可设置特种日记账进行



登记。

5.总分类账只采用货币计量，账页基本格式只包括借方、贷方和余额三个栏目，用于登记各

个账户增减的金额。

6.明细分类账按照账页格式不同可以分为三栏式明细分类账、数量金额式明细分类账、多栏

式明细分类账、平行式明细分类账。

三栏式明细分类账适用于只需要进行金额核算，不需要进行数量核算的明细分类账，如“应

收账款”、“应付账款”、“预收账款”、“预付账款”、“短期借款”、“实收资本”等账户。

数量金额式明细分类账适用于既要进行金额核算，又要进行实物数量核算的明细分类账，如

“原材料”、“库存商品”等账户。

多栏式明细分类账适用于成本及损益类的明细分类核算。

平行式明细分类账适用于“材料采购”、“在途物资”等账户，将前后密切相关的经济业务在

统一横线内进行详细登记，以检查每笔经济业务完成及变动情况。

7.

更换：为了保持会计账簿的连续性，在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之后，新的会计年度开始之时，

应当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账簿的更换。

具体做法：总分类账、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以及大部分的分类明细账，均应每年更

换一次。年初，将旧账簿中的各个账户的余额直接记入新账簿中账页的第一行“余额”栏目

内，同时在“摘要”一栏内加盖“上年结转”戳记，将旧账页最后一行数字下的空格，画一

条斜红线注销，并在旧账页最后一行“摘要”栏内加盖“结转下年”戳记。新旧账簿之间的

余额结转，只需原额抄录，不必填写记账凭证。订本式的账簿，如在年度中间记满后需要更

换新账，也与年初更换新账一样，办理相同手续。

保管：会计账簿与会计凭证、会计报表一样，都是企业重要的经济档案和历史资料，必须

按照国家规定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妥善保管，不得丢失或任意销毁。

对于活页式账簿，年末结账后，应在首页前加填“账簿启用及交接表”、“经管账簿人员一览

表”并装订成册，而后加上封面并统一编号，与各种订本式账簿一并归档。

各种账簿应该按年度分类归档，编制目录，妥善保管。这样既保证在需要时能够迅速查阅，

又保证各种账簿的完整与安全。各种账簿的保管年限和销毁的审批程序，应按照会计制度的

规定严格执行。

8.对账具体来说就是在结账之前，把账簿上记载的资料进行账证核对、账账核对、账实核对，

以保证账证相符、账账相符和账实相符。

账证核对，即将各种账簿记录与记账凭证及其所附的原始凭证进行核对；账账核对,是指对

各种账簿之间的有关数字进行核对；账实核对，即将各种物资的账面余额与实存数额相核对

来进行对账。

9.结账是指按照规定把一定会计期间内（月度、季度、年度）所发生的经济业务登记入账，

并将各种账户计算出本期发生额合计数和期末余额，以便进一步根据账簿记录编制会计报

表。

如何结账：（1）在结账前，将本期内所发生的经济业务全部记入有关账簿，既不能提前结账，

也不能将本期发生的业务延至下期登账。

（2）为了准确计算当期的经营成果，必须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调整和结转有关账项。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制度的规定和成本计算的要求，结转各收入、费用、成本账户,计算本期的

收入和费用，并最终核算出本期的财务成果。

（3）按照国家税法和有关规定，结转“本年利润”及“利润分配”账户。

经过上述账务处理后，分别结算出各种日记账、总分类账、明细分类账的本期发生额和期末

余额，并按照规定在账簿上做出结账手续。



练习题

库存现金日记账

银行存款日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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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凭证 摘要 对方科目 收入 付出 结余

年 凭证号码
对方科目 摘要 收入 付出 结余

月 日 字 号

18 000

银付 001 银行存款 提现 50 000

现付 001 材料采购 农产品收购款 48 500

现付 002 其他应收款 张三差旅费 5 000

现收 001 其他应收款 张三差旅费余款 700

现收 002
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
单位零售产品价税 11 600

现付 003 银行存款 现金存入银行 15 000

本月合计 62 300 68 500 11 800

年 凭证号码
对方科目 摘要 收入 付出 结余

月 日 字 号

18000

银付 001 银行存款 提现 50000

现付 001 材料采购 农产品收购款 48500

现付 002 其他应收款 张三差旅费 5000

现收 001 其他应收款 张三差旅费余款 700

现收 002
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
单位零售产品价税 11600

现付 003 银行存款 现金存入银行 15000

本月合计 62300 68500 11800

年 凭证号码
对方科目 摘要 收入 付出 结余

月 日 字 号

18000

银付 001 银行存款 提现 50000

现付 001 材料采购 农产品收购款 48500

现付 002 其他应收款 张三差旅费 5000

现收 001 其他应收款 张三差旅费余款 700

现收 002
主营业务收入

应交税费
单位零售产品价税 11600

现付 003 银行存款 现金存入银行 15000

本月合计 62300 68500 11800



月 日 字 号

X XX 月初余额 2 100 000

X XX 银付 001 提现 库存现金 50 000 2 050 000

X XX 银付 002 偿还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51 000 1 999 000

X XX 银收 001 应收票据回收 应收票据 11 600 2 010 600

X XX 银收 002 销货款 主营业务收入 34 800 2 045 400

X XX 现付 003 存入现金 库存现金 15 000 2 060 400

X XX 银付 003 缴纳应交税费 应交税费 37 000 2 023 400

X XX 本日合计 61 400 138 000 2 023 400

练习二

1、该业务有错误，凭证上的金额少计了，采用补充登记法更正。

更正方法﹕编制一张应借应贷科目正确，金额为 45 000元的记账凭证，并据以入账。

借﹕银行存款 45 000

贷﹕应收账款 45 000

账簿如下：

应收账款 银行存款

5 000 错误记录 5 000

45 000 补充登记 45 000

2、业务有错误，记账凭证上应借会计科目错误，采用红字更正法进行更正。

更正方法﹕（1） 先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错误凭证相同的记账凭证，并据以登记入账。

借﹕库存现金 30 000

贷﹕应收票据 30 000

（2） 再用蓝字重新填制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以登记入账

借﹕银行存款 30 000

贷﹕应收票据 30 000

账簿如下：

应收票据 库存现金

30 000 错误记录 30 000

30 000 红字冲销 30 000

银行存款

30 000 正确记录 30 000



3、该笔业务凭证记录正确，但账簿记录金额登记错误，采用画线更正法进行更正。

更正方法：

银行存款

正确记录 58 000

画红线冲销 5 800

4、该笔业务有错误，凭证上的会计科目错误，采用红字更正法进行更正。

更正方法﹕（1） 先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错误凭证相同的记账凭证，并以红字金额登记

入账。

借﹕银行存款 11 6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600

（2） 再用蓝字重新填制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据以登记入账。

借﹕银行存款 11 6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1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 600

账簿如下：

主营业务收入 银行存款

10 000 错误记录 11 600

10 000 红字冲销 1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600 红字冲销 1 600

其他业务收入

10 000 正确记录 1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600 正确记录 1 600

5、该笔业务记录有错误，凭证的金额记多了且应贷会计科目错误，采用红字更正法进行更

正。

更正方法﹕（1）用红字填写一张与错误凭证相同的记账凭证，并以红字金额登记入账。

借﹕材料采购 8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2 800

贷：应付账款 92 800

更正：



借：材料采购 8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2 800

贷：应付票据 92 800

（2） 用蓝字重新填制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据以登记入账。

应付账款 材料采购

92 800 错误记录 800 000

92 800 红字冲销 800 000

正确记录 8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应付票据 错误记录 12 800

红字冲销 12 800

92 800 正确记录 12 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