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涉税账务调整 

【考点 1】涉税账务调整的基本方法  

（一）红字冲销法  

1.步骤：先用红字冲销原错误的会计分录，再用蓝字重新编制正确的会计分录，重新登记账簿；  

2.适用范围：适用于会计科目用错及会计科目正确但核算金额错误的情况；  

【注意】一般情况下，在及时发现错误，没有影响后续核算的情况下多使用红字冲销法。 

 

【例题】某税务师事务所 2024 年 2 月对某商场（一般纳税人）2024 年 1 月的纳税情况进行纳税审查，发现

其中一笔业务为销售一批商品，含增值税价款为 45200 元，收妥货款存入银行，该批商品成本 30000 元，企

业做如下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  45200  

   贷：库存商品  30000  

     应收账款   15200  

请问应该如何调账？  

答案：对于销售商品，货物已经发出，货款已经收取，应该计入收入。企业账务处理错误。由于是当年错

账，可以采用红字冲销法。  

①用红字冲销原账错误分录  

借：银行存款  45200（红字）  

   贷：库存商品  30000（红字）  

     应收账款  15200（红字）  

②再编制一套正确的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452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2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30000  

   贷：库存商品    30000  

 

（二）补充登记法  

1.通过编制转账分录，将调整金额直接入账，以更正错账；  

2.适用范围：用于漏记或错账所涉及的会计科目正确，但核算金额小于应计金额的情况。  

（三）综合账务调整法  

1.将红字冲销法与补充登记法综合运用的账务调整方法；  

2.一般适用于会计分录借贷方，有一方会计科目用错，而另一方会计科目没有错的情况。正确的一方不调

整，错误的一方用错误科目转账调整，使用正确科目及时调整；  

3.主要用于所得税纳税审查后的账务调整，如果涉及会计所得，可以直接调整“本年利润”账户。  

 

【例题】某企业将当年专项工程耗用材料列入管理费用 6000 元。  

借：管理费用  6000  

   贷：原材料   6000  

解析： 

存在问题 错用会计科目：在建工程——管理费用 

调账分录 当月发现 借：在建工程 6000 

  贷：管理费用 6000 

月后发现，且按月结算利润 借：在建工程 6000 

  贷：本年利润 6000 

 

【考点 2】涉税账务调整的类型  

根据错账发生的时间不同，可将错账分为当期发生的错账和以前年度发生的错账。  



调整的总原则：错账＋调账＝正确的分录  

（一）对当期错误会计科目的调整  

一般情况 根据正常会计核算调账，采用红字冲销法、补充登记法、综合账务调整法予以调整 

按月结转利润 月内发现 调整错账本身即可 

月后发现 影响到利润的账项还需要先通过相关科目最终结转到本年利润科目调整 

 

【2020·单选题】2020 年 1 月税务师在对某企业 2019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进行预审时发现企业将专项工

程耗用材料列入“管理费用”科目，金额 100000 元，企业账务处理为：  

  借：管理费用     100000  

    贷：原材料      100000  

  该企业按月结算利润且 2019年度决算报表尚未编制完成。其正确的调账分录是（  ）。  

  A.借：在建工程  100000  

     贷：管理费用  100000  

  B.借：在建工程  100000  

     贷：本年利润  100000  

  C.借：在建工程  100000  

     贷：原材料   100000  

  D.借：在建工程      100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00000  

答案：B  

解析：对上一年度错账且对上年度税收发生影响的损益类错账，按月结算利润的且上年决算报表尚未编制

的，通过本年利润科目调整。  

 

（二）对以前年度错误会计账目的调整 

1.错账调账的方式 

发现时间 错账影响的项目 调整方法 

在上一年度决算报表

编制之前发现的 

不影响利润的错账 直接调整上年度账项 

影响利润的错账 影响利润的错账，需要一并调整“本年利润”科目 

在上一年度决算报表

编制之后发现的 

对于影响上年利润的错账 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进行调整 

不影响上年利润的错账 直接调整账项 

2.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调账的方式  

（1）调整增加以前年度利润或减少以前年度亏损时：  

借：××科目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由于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增加的所得税时：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调整减少以前年度利润或增加以前年度亏损时：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贷：××科目  

由于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减少的所得税时：  

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例题·简答】某公司（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3 年 4 月自查时发现 2022 年 11 月将购进的 A材料用于建

造单位职工食堂，该公司仅以账面金额 50 000 元（不含税价格）结转至“在建工程”科目核算。目前该基

建工程尚未完工，请做出对应的调账分录。  

调账分录如下：  



借：在建工程 6 5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6 500 

 

【例题·简答】某税务师事务所于 2023 年 4 月对某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2 年的纳税情况进行审

核。审核时发现该企业 2022 年 12 月将自产的产品用于销售部门职工集体福利，该批产品的市场售价为 33 

900 元（含税），成本为 20 000 元。假设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 25%，增值税税率 13%，不考虑城市维护建设

税及附加费等。该企业自行编制的会计分录为：  

借：销售费用 33 9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33 900  

借：应付职工薪酬 33 900  

  贷：库存商品 33 900  

 

税务师经过审核，认为该企业做账错误，同时 2022 年决算报表已出。代税务师作出相应的调账分录。 

调账分录： 

（1）企业将自产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在会计上和增值税上均应按视同销售处理，应调整收入、成本，补

提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同时对库存商品的金额错误进行调整。由于决算报表已出，损益类科目用“以前年度

损益调整”代替。  

借：库存商品 33 9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 900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30 000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0 000  

  贷：库存商品 20 000  

（2）由于少确认收入和成本导致应补缴所得税=（30 000-20 000）× 25%=2 500（元）。 

调整补提的企业所得税。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 5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 500  

（3）结转利润，将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贷方余额转入未分配利润。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7 50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7 500 

（三）不能直接按错误金额调整时的分摊调账方法  

纳税审查出的错误金额，有的直接表现为实现的利润，不需进行计算分摊，直接调整利润账户。有的需经过

计算分摊，将错误的数额分别摊入相应的有关账户内，才能确定应调整的利润数额。 

1.适用情形  

主要适用于材料采购成本、原材料成本的结转、生产成本的核算中发生的错误，应将错误额在期末原材料、

在产品、产成品和本期销售产品成本之间按比例分摊。  

2.比例分摊法的计算  

（1）计算分摊率：  

分摊率=审查出的错误额÷（期末材料结存成本+期末在产品结存成本+期末产成品结存成本+本期产品销售成

本）  

（2）材料成本、在产品成本、产成品成本、销售产品成本分别计算应分摊的金额：  

期末材料应分摊的数额=期末材料成本×分摊率  

期末在产品应分摊的数额=期末在产品成本×分摊率  

期末产成品应分摊的数额=期末产成品成本×分摊率  

本期销售产品应分摊的数额=本期销售产品成本×分摊率  

（3）调账：  

按照计算出的各个环节应分摊的错误的金额调账，在期末结账后，当期销售产品应分摊的错误数额应直接调

整本年利润数据。 

 



【例题·简答】税务师受托对某企业进行纳税审查，发现该企业某月份将基建工程领用的生产用原材料 30 

000 元计入生产成本。由于当期期末既有期末在产品，也有生产完工产品，完工产品当月对外销售一部分，

因此多计入生产成本的 30 000 元，已随着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分别进入了生产成本、产成品、产品销售成

本之中。经核实，期末在产品成本为 150 000 元，产成品成本为 150 000 元，产品销售成本为 300 000 元。  

要求：  

税务师计算分摊各环节的错误数额，并作相应的调账处理（企业按年结转利润） 

（1）计算分摊率：  

分摊率=30 000÷（150 000+150 000+300 000）=0.05  

（2）按分摊率计算应摊入到各项成本中的分摊额：  

①在产品应分摊数额=150 000×0.05=7 500（元）。  

②产成品应分摊数额=150 000×0.05=7 500（元）。  

③本期产品销售成本应分摊数额=300 000×0.05=15 000（元）。 

（3）调账分录：  

借：在建工程 30 000  

  贷：生产成本 7 500  

      库存商品 7 500  

      主营业务成本 15 000 

 

【例题·单选题】某税务师 2023 年 12 月对企业进行纳税审核，发现企业当月购进原材料时将应计入成本的

50000 元运费计入了销售费用，由于企业该批材料已经部分用于产品生产，当期未全部完工，且当期完工的

产品部分已经出售，所以无法按照审核发现的 50000 元直接作为错账调整金额。已知企业当月的原材料科目

余额是 300000 元，生产成本科目余额是 200000 元，库存商品科目余额是 480000 元，当期发生的主营业务

成本是 420000 元，则本期销售产品应分摊（  ）元。  

A.14994  

B.15990  

C.16994  

D.14894  

解析：原材料部分用于生产，当期未全部完工，完工产品也只是部分售出，所以影响原材料、在产品、库存

商品和已售产品的成本；  

分摊率＝50000÷（300000＋200000＋480000＋420000）×100%≈3.57％；  

本期销售产品应分摊的数额＝本期销售产品成本×分摊率＝420000×3.57%≈14994（元）。  

答案：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