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审计调整与会计调整问题
　　注册会计师在对会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审计后，根据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对相关

的核算误差和重分类误差进行调整，注册会计师把被审计单位提交的会计报表当作未结账

对待，编制“调整分录汇总表”或“重分类分录汇总表”，建议被审计单位调整会计报表

（我们常称之为“调表”，所以调整的科目一般使用报表的项目名，如“存货”）。

　　一、审计调整

　　在审计测试过程中，注册会计师可能会发现被审计单位的一些错误的会计处理或有些

业务未作处理，也有可能是在会计账目处理上恰当，但在编制报表时未进行恰当的分类。

对于这些问题，注册会计师一般应要求被审计单位编制调整分录或重分类分录，对相关报

表项目进行调整，以使会计报表恰当地反映其实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

　　（一）审计调整分录的编制

　　审计调整的对象直接针对存在错报的会计报表项目，也就是对错报所造成的最后结果

进行调整。需要编制调整分录的误差一般包括错报和漏报二类，下面分别针对这两类误差

介绍其调整分录编制的基本思路。

　　1．对错报的调整

　　编制错报的调整分录一般有以下 3种方法：

　　（1）正误对照分析法。

　　先检查企业原账面记录（错误分录），然后自己做出正确的分录，再将错误和正确的

分录均记录在草稿上，最后比较这两个分录，分析哪些项目多计或少计而编制相应的调整

分录。

　　例 1：注册会计师对 ABC公司 2005年的会计报表审计时发现，ABC公司将该年度的出

租固定资产收入 100000元，挂在其他应付款中未作处理。注册会计师的调整思路如下：

　　步骤一：根据资料，列出被审计单位的所列分录（注册会计师认为是错误的）：

　　借：银行存款　　　100000

　　　　贷：其他应付款　　 　100000

　　步骤二：根据准则或制度，做正确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100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100000

　　步骤三：分析哪些账户多计，哪些账户少计，根据账户性质确定借贷方，如借贷不平

衡，则可能是有些项目分析错误：

　　比较步骤一和步骤二的分录，可以看到银行存款已作记录，所以不用调整，但 ABC公

司多计了其他应付款，少计了其他业务收入，应调整：

　　借：其他应付款　　100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100000

　　上面用比较简单的业务介绍了错报调整的基本思路，在审计实务中，有的业务比较复

杂，就需要编制者对会计准则和制度比较熟悉，且要认真比较，稍有不慎就会出现错误。

例如，2004年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就有这样一道题：

　　例 2： X注册会计师对 Y公司 2002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发现 Y公司确认对 A公

司销售收入计 1000万元（不含税，增值税率为 17%）。相关记录显示：销售给 A公司的产

品系 Y公司生产的半成品，其成本为 900万元，Y公司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已经收到

货款；A公司对其购进的上述半成品进行加工后又以 1287万元的价格（含税，增值税率为

17%）销售给 Y公司，A公司已开具增值税发票且已收到货款，Y公司已作存货购进处理。

请判断 Y公司已经确认的销售收入是否正确。（金额单位：万元）

①根据提供的相关材料，企业销售与购进的原账务处理：

A：确认收入：

借：银行存款　117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

借：主营业务成本　900

　　贷：半成品　　　　　　　　　　 　　　　　900

B：结转成本

　 借：半成品　　11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87

　　　 贷：银行存款　　　　　　　　　　　　　1287

③将正确的和错误的会计记录进行比较，将半成品、库存商品等均用存货代替：

借：主营业务收入　 1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70

　　贷：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0

　　　　存货　　　　　　　　　　　100

　　　　主营业务成本　　　　　　　900

 

或：由于是调表，注册会计师的调整分录不需要列明细，所以：

借：主营业务收入　　1000

　　贷：存货　　　　　　　　　　　100

　　　　主营业务成本　　　　　　　900

从调整分录来看，应冲减已确认的 1000万元收入和 900万元主营业务成本，通过加工，存

货的实际价值减少了 100万元（加工费）。

Y公司不能确认收入。应属于委托加工业务，如果确认收入，则会导致收入虚增。

②委托加工产品的正确账务处理：



A：委托加工：

借：委托加工产品　　　　　　900

　　贷：半成品　　　　　　　　　　　　　　　　900

B：加工后回收：

　 借：库存商品　　　　　 　　　　　　 1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7

　　　 贷：委托加工产品　　　　　　　　 　　 900

　　　　　 银行存款　　　　　　　　　　　 　 117

　　（2）直观分析法

　　如果对会计业务的记录和调整分录的编制比较熟练，就没有必要写出所有的分录，可

采用直观分析法。以例 2来看，我们从提供的资料中可知，Y公司以 1000万元销售，加工

后以 1100（1287÷1.17）万元购回（已列入了存货价值），该业务不能确认为销售或购货，

先确定冲销销售业务的分录：

　　借：主营业务收入 　　　10000000

　　　　贷：主营业务成本　　　　　　　　9000000

　　这样分析出的调整分录借贷不平衡，那肯定有错弊对财务状况或经营成果的影响没有

分析出来。在贷方有 100万元的差额，这时你会想到加工费实际上为 100万元（进项税额

应为 17万元，在原购进时已缴 187－170万元），增值税可不用调整。

　　加工后存货成本应该为 1000万元，但 Y公司以 1100万元已经记录入库，所以应调减

存货 100万元，即贷记“存货”100万元。最终分析的调整分录如下：

　　借：主营业务收入　　　10000000

　　　　贷：主营业务成本　　　　　　　　9000000

　　　　　　存货　　　　　　　　　　　　1000000

　　（3）推倒重来法

　　直接做与 Y公司相反的分录冲销，然后再做正确的会计处理。笔者一般不赞成采用这

一方法，因为它没有直观反映错报所造成的影响，但在业务较复杂，难以分清各项目的变

化时，运用这一方法，可做到万无一失。

　　以例 1为例，先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借：其他应付款　　　　100000

　　　　贷：银行存款　　　　　　　　　　100000

　　再做正确的分录：

　　借：银行存款　　　　　100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100000

　　2．对漏报的调整



　　漏记了相关业务，就直接补记。

　　例 3：注册会计师负责对 Y公司 2005年度会计报表进行审计时，发现 Y公司为 G公司

向银行借款 3000万元提供信用担保。2005年 10月，G公司因经营严重亏损，进行破产清

算，无力偿还已到期的该笔银行借款。银行因此向法院起诉，要求 Y公司承担担保连带责

任，支付本息 3200万元。2006年 2月 5日，法院终审判决银行胜诉，并于 2月 15日执行

完毕。考虑到无法向 G公司追偿，Y公司在 2006年 2月支付该笔款项的同时，将其全额计

入当月营业外支出项目。对上述事项，Y公司拟在 2005年度会计报表附注中按规定予以披

露。

　　显然该损失应由 2005年承担，虽然 Y公司在 2006年进行了会计处理，但仍应调整

2005年的会计报表：

　　借：营业外支出　　　32000000

　　　　贷：其他应付款　　　　　　　32000000

　　（二）重分类分录的编制

　　与被审计单位对经济业务进行了不恰当的会计核算所引起的核算误差不同，重分类误

差的会计核算是正确的，只是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分类不符合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规定，

如未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归入流动负债类的“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项下列示。这

类误差，是由账项的分类与报表分类不一致所造成的。因此注册会计师不要求被审计单位

调整账簿，而是直接调整会计报表。　

　　1．资产和负债重新分类

　　一年以上定期存款或限定用途的存款，应归类为“其他资产”；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

债、一年内到期的债权投资等，在编制报表时应单独列示（如：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

等），重新分类。

　　2．往来款项的重新分类

　　由于账户设置的原因，可能在“应收账款”中记录预收账款，有可能在应收账款账户

中出现贷方余额，其实质是预收账款；预付账款的贷方余额表示实际采购金额大于预付账

款金额的差额，其实质为应付账款。像这样的账户一般有应收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账款

预付账款等，在期末填制资产负债表时，如果这些账户某个明细账出现与正常余额借贷相

反的记录，而又不是记账错误，就应将这些账户进行重新归类。

　　例 4：某公司的预收账款明细如下：

　　预收账款账户通常为贷方余额，从上面的明细来看，“预收账款——h公司”出现了



借方余额，可能是实际销售大于了预收款，其实质应属应收账款，应调整：

　　借：应收账款──h公司　　　　20000000

　　　　贷：预收账款──h公司　　　　　　　　　20000000

如果对调整的对方科目不熟悉，有一个机械的办法，就是将“应”改“预”或将

“预”改“应”，注意借贷方向关系。如本例中，预收账款应当是贷方余额，但“预收账

款──h公司”是借方余额，所以先在贷方将“预收账款──h公司”冲销，再确定借方科

目，将“预”改为“应”，即借方记录“应收账款──h公司”。

（三）审计调整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在注册会计师的眼中，所审计的会计报表是未结账的，对其调整就如同对会计错账

的调整。注册会计师不针对经济业务的处理过程进行调整，而是直接针对结果进行调整，

所以审计调整分录不受会计规范的约束，一般通过分析的方法确定分录的借贷双方，多计

某项目就相应的减少该项目，相反，少计某项目就增加该项目。

　　2．因审计调整是对报表进行调整，所以调表的科目一般使用报表的项目名称作为审计

调整分录的科目，在实务中，因为一个会计报表项目通常有多笔错报，为了清晰辨别，在

工作底稿中一般都需要列明明细科目（比如“存货” ，在工作底稿中就需要区分原材料、

生产成本等存货项目）。对于各种准备金的错报可以利用报表项目作为科目，也可以直接

用该科目（比如“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在过入会计报表时应该填入对应

的报表项目；也可用报表项目作一级科目，相应账户作明细（如“管理费用──坏账准

备”、“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等）。对于以前年度发生的损益调整事项，注册会计师

直接将其对会计报表的影响记入“年初未分配利润”（也可用“利润分配──未分配利

润”或“未分配利润”科目）。

　　3．注册会计师在针对单个具体业务列示审计调整分录时，一般无须考虑流转税、费用

以及损益结转，也无须考虑调整对“利润分配”、“所得税”和“盈余公积”的影响(考试

题大都有此说明)。一般是在编制完了所有的调整分录和重分类分录后，编制试算平衡表，

由于有些会计报表项目会在多个调整分录中出现，可先通过会计报表项目设置“T”形账户

汇总，然后过入试算平衡表。通过该“T”形账户的汇总，注册会计师可进一步分析相关调

整对“利润分配”、“所得税”、“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等利润分配项目的总体

影响，编制调整分录，并填列在相应的试算平衡表工作底稿中。但在填列试算平衡表时，

应综合考虑对这些项目的影响。

　　二、会计调整

　　注册会计师建议的审计调整分录和被审计单位的账务处理分录是不一样的。见下表：



　　1．在会计科目的选择上，如果涉及到资产负债表项目的调整，用会计账户的名称，不

用报表项目的名称；如果涉及到损益类项目的调整，如财务费用、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

务成本等，则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代替。

　　以例 2来看会计的调整，首先分析出审计调整的项目，选择会计科目：

　

　　2．审计上需要调整，但会计上不用调整的业务

　　重分类误差一般不直接影响利润表的项目（如调整应收账款可能影响坏账准备计提）

重分类分录只用来调整报表有关项目，并不作为被审计单位调账的依据，不必编证登账。

　　上年度漏记了相关业务，如果只涉及到资产负债表项目，且在本年度已进行了相关会

计处理，虽然注册会计师编制了审计调整分录，但不用进行会计调整。

　　例 5：2006年 1月 10日账簿记录有：借记固定资产 400000元；贷记应付账款 400000

元。注册会计师审查相关资料，确认该业务系 2005年 12月 20日购入汽车 2辆，2005年

12月 25日投入营运。该汽车行驶证和产权登记于 2006年 1月 10日办理完毕（ 汽车折旧

政策是按 5年平均计提，不考虑残值）。

　　由于该固定资产系 2005年购入并使用的，所以在 2005年的报表少计了固定资产和负

债，注册会计师应建议调整报表：

　　借：固定资产  　　　 400000

　　　  贷：应付账款   　　　　　 400000

　　由于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提折旧，所以，该项固定资产 2005年不需提取折旧费。

　　要注意的是：企业在 2006年已将该资产和相应的负债入账，2006年的账簿可不作调

整，但在下年度审计时应对提取的相应折旧进行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