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的第二列，故编码可省缺列位，仅以行位来编

号。比如增加长期负债表元在 12 行，那么增加

长期借款的会计记录的识别码为“12”；收回长

期投资的表元在第 13 行，那么收回长期投资时

的会计记录的识别码为“13”。有必要说明的是：

识别码只对应表元位置的项目内容，与相关科

目不存在唯一固定关系。比如借款时长期借款

对应识别码为“12”，而增发公司债券也是增加

长期负债，其应付债券记录的识别码也为“12”。

（2）识别码赋值方式。识别码赋值方式可有

两种方式：一是由电算化系统自动赋值，二是系

统操作员人工赋值。当然从自动化角度讲，自动

赋值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由于

相关科目对流动资金增减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加上会计实务中，同类经济业务使用的会

计科目数并不都相同，比如支付公司债券利息，

不同的发行价格其帐务处理的科目有区别，故

由电算化系统自动赋值将因判断条件复杂而难

以一一实现。采用 人工赋值后，为避免将来漏取

相关会计记录，可以根据输入的会计记录中的

相关科目，由电算化系统作必要提示，即凡涉及

前面所列科目的会计记录，若识别码为省缺状

态，由系统提示确认输入与否。为适应这种输入

方式，应在现有的记帐凭证上增设一个识别码

项目，以便系统操作员输入。

（3）系统自动取数方式。编表取数方式也有

两种选择，一是直接从现有接受会计记录的凭

证文件中，对全年会计记录逐条搜寻相关会计

记录，再经过 计算填列；二是建立一个工作文

件，在会计记录输入凭证文件时，根据识别码识

别相关会计记录，并送存该工作文件中，年终对

此文件按识别码索引求和，便可直接取数填列。

比较而言，第一种方式将因搜寻相关会计记录

而严重影响编表速度，第二种方式虽重复占用

一个工作文件的空间，但相关会计记录与其他

会计记录相比，毕竟是少数，可大大提高编表速

度，故是一种以少量空间换取编表高效的 可取

方式。

责任 编辑  刘志新

读者  作者  编者

“多借多贷”是允许 的

读者高明亮问：借 贷记帐 法下，编制会计分录

是 否只能“一借一贷”、“一借多 贷”、“一 贷多借”，而 不

能“多借多贷”？

编者：一般说 来，企业根据每笔经济业务编制会

计 分录，多是“一借 一贷”、“一借 多贷”、“一贷多借”形

式。但一些特殊的经济业务，涉及多个借方和贷方会计

科目，这样就 可以 编制一笔“多借多贷”会计分录，无须

将 其人为地分割成“一借 一贷”、“（或“一借多贷”“一贷

多 借”）形式。否则，看似会计科目 对应明确，实际 并不

确切。因 为 那是人为造成的，且 割裂了业务内容的完整

性 和内在联 系。需指 出的是，允 许“多借多贷”是针对一

笔经济业务来说的，切不 可 为 了简化工作，将不同的经

济业务合成一笔“多借多贷”会计分录。

责任编辑  宋军玲

读者  作者  编者
被 没收 的 财 物损 失、

支付 各 项 税 收 的 滞纳金

和罚款的 会计处 理

读者童静波问：企业发生 了被 没收 财产损失、

支付税收 滞纳金和罚款 业务时，如 何作会计处理？

编者“企业发生了被没收 财产 损失、支付税 收 滞

纳金和罚款业务时，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银

行存款”等科目。由 于财务制度规定这部分支出只能在

交纳所得税 后的利润中列支，所以 在计算交纳所得税

时，这部分支出应从利润中调整 出 来，但 不需作帐务处

理。例如 企业支付税 收 滞纳金和罚款 10 万 元，本年实

现利润 190 万 元。

则：借：营业外支出 100 000

贷：银行存款 100 000

交纳所得税时：

应纳税所得额 = 190+ 10 = 200（万元）

应交所得税 = 200 ×33% = 66（万元）

责任编辑  宋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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