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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对账与结账 
 
在总账和明细账记账完成以后，需要结账，即结出账簿余额，此为编制财务报表的前

期必备工作。在结账之前，需要先对账，对账无误才能结账。 

6.1  对    账 

对账就是核对账目，是为了保证账簿记录真实、完整和准确，对有关数据进行检查、

核对的方法。对账的内容包括账实核对、账证核对、账账核对。在本书的实训工作中，实

训者至少应该做到账证核对和账账核对。 

6.1.1  账实核对 

账实核对是指各项财产物资、债权债务等账面余额与实有数额之间的核对。具体包括

以下方面。 
① 核对现金日记账账面余额与库存现金数额是否相符。此工作需每天进行，在当天工

作结束前，出纳必须核对现金日记账账面余额与库存现金数额是否相符，如若不符，必须

做出相应处理，找出原因。 
② 核对银行存款日记账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的余额是否相符。此工作每月末进行，

每个月结束后，银行会打印出银行对账单，反映该企业在该银行开户的账户里的资金变动

情况，企业从银行拿到银行对账单后，应与企业自己的银行日记账进行核对，并编制“银

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③ 核对各项财产物资明细账账面余额与财产物资的实有数额是否相符。此项工作即为

企业的财产清查工作。清查周期视每个企业的情况而定，但至少一年应该全面清查一次。 
④ 有关债权债务明细账账面余额与对方单位的账面记录是否相符等。可以通过电话或

函证的形式，与对方单位进行核对。 

6.1.2  账证核对 

账证核对，就是根据各种账簿记录与记账凭证及其所附的原始凭证进行核对。 

6.1.3  账账核对 

账账核对，是指各种账簿之间的有关数字进行核对。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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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对总分类账簿的记录 

主要核对总分类账各账户借方期末余额合计数与贷方期末余额合计数是否相等，借方

本期发生额合计数与贷方本期发生额合计数是否相等。 

2．总分类账簿与所属明细分类账簿核对 

主要核对总分类账各账户的期末余额与所属各明细分类账户的期末余额之和是否相

等，总分类账各账户的本期发生额（借方发生额或贷方发生额）与所属各明细分类账户的

本期发生额之和（借方发生额之和或贷方发生额之和）各自是否相等。 

3．总分类账簿与序时账簿核对 

主要核对总分类账中“现金”账户和“银行存款”账户的余额与相对应的现金日记账

和银行存款日记账的期末余额是否相等。 

4．会计部门的账簿与财产物资保管部门或使用部门的财产账进行核对 

主要核对会计部门的各种财产物资明细账期末余额与财产物资保管或使用部门的有关

财产物资明细账期末余额是否相等。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将财产物资的明细分类账户的账

户余额直接和保管账（卡）的余额进行核对。 

6.2  结    账 

结账，是在把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全部经济业务登记入账的基础上，计算并记录本期发

生额和期末余额。结账是为了总结某一个会计期间内的经济活动的财务收支状况，据以编

制财务会计报表，而对各种账簿的本期发生额和期末余额进行的计算总结。 

6.2.1  结账的内容 

① 检查本期内日常发生的经济业务是否已全部登记入账，若发现漏账、错账，应及时

补记、更正。 
② 在实行权责发生制的单位，应按照权责发生制的要求，进行账项调整的账务处理，

以计算确定本期的成本、费用、收入和财务成果。 
③ 将损益类科目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平所有损益类科目。 
④ 在本期全部经济业务登记入账的基础上，结算出所有账户的本期发生额和期末的余

额，计算登记各种账簿的本期发生额和期末余额。 

6.2.2  结账的分类 

结账按照结账日期的不同，划分为日结、月结、季结和年结。 

1．日结 

会计人员应按照规定，对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按日结账。出纳在每日工作结

束之后，对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结算出余额，并把现金日记账的余额与库存现金

实存数进行核对，做到账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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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时，应在各个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该日最后一笔经济业务下面画一条通

栏单红线，在红线下“摘要”栏内注明“本日合计”，在“借方”栏、“贷方”栏或“余额”

栏分别填入本日合计数和余额，同时在“借或贷”栏内注明借贷方向。然后，在这一行下

面再画一条通栏单红线，以便与下日发生额划清。请参考图 6-1 所示的 2011 年 12 月 1 日

现金日记账的日结处理，此图用波浪线代表红线（以下均用波浪线代表红线）。 

 

图 6-1  现金日记账日结 

2．月结 

每月终了，应在该月最后一笔经济业务下面画一条通栏单红线，表示本月结束，在红

线下摘要栏内注明“本月合计”字样，并在同一行“借方”栏填上本月所有借方发生额之

和，在同一行“贷方”栏填上本月所有贷方发生额之和，在“余额”栏算出余额，同时在

“借或贷”栏内注明借贷方向。在“本月合计”这一行下面再画一条通栏单红线，以便与下

月发生额划清。 
需要结出本年累计发生额的，应当在摘要栏内注明“本年累计”字样，并在下面通栏

画双红线；12 月月末的“本年累计”就是全年累计发生额，全年累计发生额下应当通栏

画双红线。损益类明细账既需要进行本月合计，也需要进行本年累计。月结示例如图 6-2、
图 6-3 所示。 

 

图 6-2 “所得税费用”三栏式明细账月结 

3．季结 

季结时，通常在每季度的最后一个月月结的下一行，在“摘要”栏内注明“本季合计”

或“本季度发生额及余额”，同时结出借方、贷方发生总额及季末余额。然后，在这一行

下面画一条通栏单红线，表示季结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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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制造费用——铸造车间”多栏式明细账月结 

4．年结 

年结时，在第四季度季结的下一行，在“摘要”栏注明“本年合计”或“本年发生

额及余额”，同时结出借方、贷方发生额及期末余额。然后，在这一行下面画上通栏双

红线，以示封账，如图 6-4 所示。  

 

图 6-4 “主营业务成本”多栏式明细账年结 

6.2.3  结账时的四点注意事项 

1．结账时应当根据不同的账户记录，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 

① 对不需要按月结计本期发生额的账户，如各项应收款明细账和各项财产物资明细账

等，每次记账以后，都要随时结出余额，每月最后一笔余额即为月末余额。也就是说，月

末余额就是本月最后一笔经济业务记录的同一行内的余额。月末结账时，只需要在最后一

笔经济业务记录之下画一单红线，不需要再结计一次余额。 
② 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和需要按月结计发生额的收入、费用等明细账，每月

结账时，要在最后一笔经济业务记录下面画一单红线，结出本月发生额和余额，在摘要栏

内注明“本月合计”字样，在下面再画一条单红线。  
需要结计本月发生额的某些账户，如果本月只发生一笔经济业务，由于这笔记录的金

额就是本月发生额，结账时，只要在此行记录下画一单红线，表示与下月的发生额分开就

可以了，不需另结出“本月合计”数。 
③ 需要结计本年累计发生额的某些明细账户，如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明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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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每月结账时，应在“本月合计”行下结计自年初起至本月末止的累计发生额，登记在

“本月合计”下面，在摘要栏内注明“本年累计”字样，并在下面再画一单红线。12 月月

末的“本年累计”就是全年累计发生额，全年累计发生额下画双红线。 
④ 总账账户平时只需结计月末余额。年终结账时，为了反映全年各项资产、负债及所

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全貌，便于核对账目，要将所有总账账户结计全年发生额和年末余额，

在摘要栏内注明“本年合计”字样，并在合计数下画一双红线。 

2．结账的画线方法 

结账画线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本月合计数及月末余额，表示本会计期的会计记录已经

截止或结束，并将本期与下期的记录明显分开。结账时，日结、月结和季结画单红线，年

结画双红线。画线时，应画红线；画线应画通栏线，不应只在本账页中的金额部分画线。 

3．账户余额的填写方法 

每月结账时，应将月末余额写在本月最后一笔经济业务记录的同一行内。但在现金日

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和其他需要按月结计发生额的账户，如各种成本、费用、收入的明

细账等，每月结账时，还应将“本月合计”那一行的月末余额填上，在摘要栏注明“本月

合计”字样。这样做，账户记录中的月初余额加减本期发生额等于月末余额，便于账户记

录的稽核。需要结计本年累计发生额的某些明细账户，每月结账时，“本月合计”行已有

余额的，“本年累计”行就不必再写余额了。但总账账户月末只需要在最后一笔经济业务

行结出余额，再用通栏单红线和下个月业务分开即可，没有进行本月合计的，则“本年合

计”行仍然要写余额。 

4．结账时红字的运用 

账簿记录中使用的红字，具有特定的涵义，表示蓝字金额的减少或负数余额。如果账

簿中某笔发生额为红字，则表示同一方向蓝字金额的冲销；如果余额为红字，则表示负数

余额。因此，结账时，如果出现负数余额，可以用红字在余额栏登记；但如果余额栏前印

有余额的方向（如借或贷），则余额仍然应该用蓝、黑墨水书写，而不得使用红色墨水，

方向（如借或贷）进行反向调整即可，即原来是借方余额的，现在可以把方向写为“贷”。  

6.2.4  年结后 

年结后，对于新的会计年度建账，总账和日记账应当更换新账，多数明细账一般也应

更换。但有些明细账，如固定资产明细账、财产物资明细账和债权债务明细账等可以连续

使用，不必每年更换。原因在于原材料和固定资产的品种、规格太多，债权债务明细账的

往来单位也较多，更换新账，重抄一遍工作量较大，因此，可以跨年度使用。各种备查簿

也可以连续使用。 

1．实账户 

年结后，需要更换新账的实账户，要把其余额结转到下一会计年度的新账上。摘要栏

注明“结转下年”字样（如图 6-5 所示）。如果账页的“结转下年”行以下还有空行，应

当自余额栏的右上角至日期栏的左下角用红笔画对角斜线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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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账户是实账户，则在下一会计年度新建有关会计账簿的第一行余额栏内填写上年

结转的余额，并在摘要栏注明“上年结转”字样，如图 6-6 所示。 

 

图 6-5  实账户“现金日记账”结转下年 

 

图 6-6  实账户“现金日记账”上年结转 

2．虚账户 

如果账户是虚账户，在 12 月的年结后，只需要在“本年合计”的下方画上通栏双红线，

表示封账即可，如图 6-7 所示。 

 

图 6-7 “管理费用”总账账户的年结处理 

在下一会计年度新建有关会计账簿时，因为不需要结转上年的余额（余额为零），只

需要在账页上写上对应的科目名称。在下一年开始登记第一笔相关记账凭证的发生金额时，

从账页的第一行开始登账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