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得临时设施的原值通过“临时设施”科目核算，临

时设施因使用产生价值的逐步转移，通过“临时设施摊

销”科目核算（与“固定资产”和“累计折旧”科目相类

似）。
例：某施工企业为承建某写字楼购入活动板房 2

套，费用 86 000 元。预计使用 6 年，预计净残值 800 元，

按直线法摊销。施工 2 年后写字楼竣工，将活动板房转

让，回收价款 60 000 元，发生清理费用和转让费用共计

500 元。核算如下：

（1）购入活动板房时：

借：临时设施一活动板房  86 000

贷：银行存款  86 000

（2）按直线法摊销：

借：工程施工 -某写字楼 -其他直接费  1 183.33

贷：临时设施摊销 - 活动板房摊销  1 183.33

（3）2年后转让活动板房：

借：固定资产清理 -临时设施清理  57 600

临时设施摊销 -活动板房摊销  28 400

贷：临时设施 -活动板房  86 000

取得转让价款时：

业务与技术

浅谈“重分类”调整

朱权华  姚建国  康晓升

重分类调整是指在审计过程中对被审计单位的应

收、应付往来帐户中出现的相反数进行重新分类调

整。重分类调整具有自身的规律，在审计工作中有重要

的应用意义，现就这方面浅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一、重分类调整的目的和意义

重分类调整的目的，是要正确分析、反映被审计单

位应收、应付帐户中的实际余额。因为在应收、应付帐

户中往往存在一些相反数的抵减而掩盖了真实情况。
如果不作重分类调整，难以正确反映应收、应付款项实

际存在的余额。尤其是有些企业对老客户的应收、预付

货款都在一个应收帐款帐户中核算。这样可能会使应

收帐款帐户中出现负数（即贷方额），负数单位越多，负

数额越大，其实际存在的应收帐款余额被抵减得越多，

整个应收帐款帐户的余额就越少；同样，对哪些老供货

单位，企业也往往把应付、预付货款合在一个应付帐款

借：银行存款  6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临时设施清理  60 000

发生清理、转让费用时：

借：固定资产清理 -临时设施清理  500

贷：银行存款  500

（4）结转清理损益：
60 000 -（57 600 + 500）= 1 900（元）

借：固定资产清理 -临时设施清理  1 900

贷：营业外收入 -临时设施损益  1 900

问：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预收的购房定金能否作为

营业收入处理？

答：房地产开发企业，一般采用预收购房定金的方

式从事房屋、土地开发建设经营，这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不同于其他行业的显著特点。房地产开发企业预收的

购房定金，只能作为预收帐款核算，不能作为营业收入

处理。
能否确认房地产开发企业营业收入的实现，必须同

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是否办理移交手续；二是是

否开具发票或结算帐单，提交买方并得到认可。只有符

合这两个基本条件，预收购房定金才能作为房地产开发

企业的营业收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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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户中核算，而存在被抵减的情况。这样，就会严重影

响资产、负债总体状况的真实性。所以，笔者认为：不

仅审计人员应该重视“重分类”调整分析，企业财会部

门向本单位领导和上级有关部门提供资产负债表时，

也应该通过重分类调整分析，提供正确的会计信息，减

少和避免由于会计信息失真导致决策错误。比如：实

际存在着庞大的应收、应付帐款因被相反数抵减而掩

盖了真相，就看不出存在的问题。进行重分类调整以

后，可能会引起人们的重视，采取积极措施清理回收资

金，避免可能造成的损失，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的

利用率。

二、重分类调整的规律和应用

重分类调整，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这就是：无论是

借方还是贷方的相反数进行重分类调整，必然是借、贷

双方等额同增，不可能出现有增、有减的状况。
重分类调整，宜调表不宜调帐。因为调表已经可

以达到真实反映会计信息的目的，而且各应收、应付帐

款帐户是在不断变化着的，调帐不仅增加会计核算的

工作量，而且不利于企业与往来单位进行逐笔对帐。
下面举例说明重分类调整的规律及其应用。
例如：原帐面应收帐款余额为 200万元，其中有两

户出现相反数（即贷方额）为 80万元，应付帐款帐面余

额为 100万元。进行重分类调整以后，应收帐款的余

额就增加了 80万元，为 280万元。同时应付帐款的余

额也增加了 80万元，为 180万元。
同理，假使原帐面应付帐款余额为 100万元，其中

有两户出现相反数（即借方额）60万元，应收帐款帐面

余额为 120 万元。重分类调整以后，应付帐款余额增

加 60万元，为 160万元，同时，应收帐款的余额也增加

60万元，即 180万元。列表如下：

重分类调整以前：
应收帐款余额中  应付帐款余额中

A： 100万元  A： 15万元

B： 100万元  B： 15万元

C：（一）40万元  C： 20万元

D：（一）40万元  D： 20万元

E： 40万元  E： 10万元

F： 40万元  F： 20万元

余额 200万元  余额 100万元

重分类调整以后

应收帐款余额中  应付帐款余额中

A： 100万元  A： 15万元

B： 100万元  B： 15万元

C： θ  C： 60万元

D： θ  D： 60万元

E： 40 万元  E： 10万元

F： 40万元  F： 20万元

余额 280万元  余额 180 万元

在实际应用中，某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作重分类调

整时，需要仔细分析，掌握其规律，否则也会出现错误。
下面举一个带有特殊性的重分类调整实例供参考。

某公司原帐面的应收、应付款项的发生情况如下：
应收、应付帐款帐面情况

上述应收、应付帐款，经审计和函征的情况是：

①D 公司的应收帐款贷方额 343 575 元，已有一批

乙种材料计 289 897 元退回给 D 公司，应该冲转原材料

帐户；

②J公司的应收帐款贷方额 111 207 元，已由 N 公

司的应收帐款中抵消了；

③G 公司的应收帐款 10万元，已抵付运费 73 185

元；

④在审计中发现本公司供销员张三的差旅费用计

算有误，多报了 1 147元，但张三又出差在外。
根据上述情况，分别对应收帐款、应付帐款作重分

类调整如下：

应收帐款的重分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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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预付款项审定表

上述调整的几点说明：

①D、F、J、K 四公司的未审数，是应收帐款帐户帐

面的负数（即贷方额），所以，都是抵减了应收帐款帐户

余额的，应如数作重分类调整，成为应付帐款，故在应

收帐款帐户中审定数为零；

②S公司的 163 395元，是应付帐款帐户中负数（即

借方额），也应作重分类调整，使其成为应收帐款，所以

作为审定数；

③G、N 两公司的未审数，都是应收帐款的正数，其

中 G 公司的 10 万元，因为该公司已代付运费 73 185

元，应该作调整减少，其余 26 815元作为审定数。N 公

司的 238 358 元因冲转了 J 公司在应收帐款中的

- 111 207元，应该作调整减少，其余 127 151 元作为审

定数；

④新增加的张三，其 1 147元，应该增加应收帐款，

并列入审定数。
应付帐款的重分类调整：（应收、预收款项审定表

内容相同）

上述调整的几点说明：

①D 公司在应收帐款帐户中反映 - 343 575元经重

分类调整以后，成为应付帐款。但是其中需要冲转原

材料帐户 289 897元。所以，审定数应为 53 678元。因

为抵减的是 343 575 元，故重分类调整仍应按 343 575

元。
②F、K 两公司只需作重分类调整，即从应收帐款

帐户中的负数（贷方额）转入作为审定数。

③J公司在应收帐款帐户中 - 111 207 元，因已由 N

公司的应收帐款冲减了。所以，应作调整 - 111 207元，

并作重分类调整后，审定数为零。
④S公司是在应付帐款帐户中的 - 163 395 元，即

借方额，作重分类调整以后成为应收帐款，应付帐款已

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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