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账在经济生活中，一般指的是会计处理的内容，即调整账务以达到预期的

或规定的结果

1、追溯调整法

追溯调整法是指对某项交易或事项变更会计政策时，如同该交易或事项除此

发生时就开始采用新的会计政策，并以此相关进行调整

即，应当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并相应调整变更年底的期初六存收益

以及会计报表的先关项目。

追溯调整法的运用：

首先，累积影响数；

第二，进行相关 的账务处理（调账），对留存收益（包括法定盈余公积，法定

公益金，任意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外商投资企业还包括储备基金、企业发展

基金）进行调账；

第三，调整相关会计保镖，在提供比较会计报表时，要对受影响的歌该期间会计

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调整；

第四，在表外进行披露，即在财务报告附注中进行说明。

其中，累积影响数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从三种不同角度给出了三种定义：

（1）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以前各项追溯计算的变更年度期初留存收益应有的金

额与现有的金额之间的差额；

（2）指它是假设与会计政策相关的交易或事项在初次发生时即采用新的会计政

策，而得出的变更年度期初收益应有的金额与现有额之间的差额；

（3）指它是变更会计政策所导致的对净损益的累积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利

润分配的累积影响金额，不包括分配利润或股利。



2、未来适用法

未来适用法指对某向交易或事项变更会计政策时，新的会计政策适用于变更

当期及未来期间发生的交易或事项。

即，不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也不必调整变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

只在变更当年采用新的会计政策，根据披露要求，企业应计算确定会计政策变更

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数。

3、 红字更正法

红字更正法又叫赤子冲账法。它是指记账凭证的会计分录或金额发生错误，

且已入账。

更正时，用红字填制内容相同的记账凭证，冲销原有错误记录，并用蓝字填

制正确的记账凭证，据以入账的一种更正错账的方法。

4、补充登记法

适用于记账后发现记账凭证中应借、应贷的会计科目正确，但所填的金额的

金额小于正确金额的情况

采用补充登记法是，将少填的金额用蓝字填制一张记账凭证，并在“摘要”

栏内注明“补充第 X 号凭证少计数”，并据以登记入账。这样便将少记的金额补充

登记入帐溥。

5、不能按错误直接调整的调整方法

税务检查中审查处的纳税错误数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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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需要经过计算分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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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种情况主要是在采购成本、原材料成本的转借、生产成本的侯三中发生

的错误，如果尚未完成一个生产周期，其错误额会依次转入原材料、在产品、产

成品、销售成本及利润中，导致虚增利润，使纳税人多缴当期的所得税。因此，

应将错误额根据具体情况在期末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和本期销售产品成本之

间进行合理分摊。则一旦全部调增利润后就会造成虚增利润，征过头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