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轧平结清；另一份作为新科目的第一张记帐凭证，据以

开立新帐。
三、新、老单位帐目结转。在老单位撤销，将帐移

交、归并给新单位时，也应如同年终结转帐目一样，首

先编制“科目余额表”一式两份，一份作为撤销单位轧

平帐务的根据；一份移交给接收单位。接收单位入帐

时，如果新老单位科目完全一致，就按前述第一项新旧

年度结转办法入帐；如果科目不同，需要调整时，可比

照前述第二项新旧科目结转办法，另编“新旧科目余额

对照表”，据以入帐。

小经验
怎样查找帐面上的差误

——学习 “优选法”的启示

张 希 贤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往往听到一些会计工作同志无

可奈何地说：“我的传票都是对的，帐也记得不错，但帐

结出来不平，这可叫我从那里找呀！”

对解决这个问题，我从“优选法”的原理得到一点

启示，现介绍如下：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以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为例。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支出”科目发生的会计

事项最多，因而发生差误的次数也较多。假设在十月份

结帐后，发现帐面不平，差误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按一

般情况只能采取顺查或逆查两种方法去查找，即从元月

份开始，逐月查下去；或从十月份开始，逐月倒推上去。

如果实际差误发生在六月份，采取顺查，就得查六个月

的数字；采取逆查，也要查四个月的数字才能找到。这

种心中无数，漫无目标的查找，容易使人失去信心。如

采用一种缩小查找范围的办法，先从六月份累计查起，
结果发现帐面不平，其差额与十月底相同。据此我们可

以肯定七至十月份的帐是对的，差误面就缩小到了一至

六月份。这算查了一个月，或者说一次。第二次同样可

以从中间查起，即查四月份累计。结果表明结帐正确，
这就剔除了四月份以前的疑点，肯定了问题在五、六两

个月内。因此只要再查一下五月的累计，就可查到差误

发生的月份了。这样查三个月的累计，就找出了问题的

所在，比逐月查找省事，来得快。
以上方法同样适用于查找月末结帐后出现的差误。

关于如何确定查找点的问题，即发现差误后，在那一月

或那一天开始查，我们的经验，可在中间略靠后一些

的时间为宜，因为这样查找一次，就可以肯定问题是

在前半部分或者后半部分，找查的面就缩小了一半。
果肯定问题在后半部分，则查找的面缩小了一大半，
一步查找就比较省事了。

小经验
把固定资产的盘点工作

放到平时去做

李 逢 年

固定资产的盘点工作，通常的做法，是在年终结

合决算来进行。这种做法由于时间短，内容多，往往不

容易做好。因此，我们把盘点工作由年终一次进行，改

为平时分散进行。即按月、分部门进行盘点，把盘点工

作匀在十二个月中去做。这种方法简便易行，除了按固

定资产类别设立一套卡片外，另按固定资产的使用（保

管）部门设一套卡片，据以与部门核对、盘点。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及时了解固定资产的使用

情况，随时发现并收回闲置的固定资产，以便统一安排，
调剂使用，充分发挥固定资产的作用、同时，还有利于

了解专用基金工程的施工进度，及时建立新增固定资产

卡片；有利于发现固定资产在部门间的转移，及时调整

卡片，以保证固定资产经常帐物相符。

简讯
北京纺织局组织会计师检查会计工作

最近，北京市纺织工业局约请六位会计师对所属第

三棉纺厂，北京毛纺厂、北京袜厂、北京制线厂、化纤

机械厂等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进行了一次检查。通过检

查，认为第三棉纺厂、北京袜厂和北京制线厂等三个

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基本符合要求。他们的特点是：审

核把关比较严格；凭证保管完整、有条理，查找方便，
便于长期保存；帐簿登记清晰整齐，摘要文字简明严谨，
坚持报销制度，应收应付款有专人经常核对清理；核算

认真，泾渭分明，费用划分清楚，分摊成本合理，没有发

现乱拉资金、乱挤成本的现象；按时上交税利，欠交尾

差一般不超过 5 %。
另外，在检查过程中，也了解到有些单位的财会工

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较多。因此，纺织局要

求所属各公司在八、九月份组织会计核算学习检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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