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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产清查 

 

本节考点： 

 

考点 1 财产清查概述 

财产清查概述 

财产清查，是指通过对货币资金、实物资产和往来款项等财产物资进

行盘点或核对，确定其实存数，查明账存数与实存数是否相符的一种

专门方法。 

（一）财产清查的种

类 

财产清查按照清查范围，分为全面清查和局部清查 ； 

按照清查的时间，分为定期清查和不定期清查 ； 

按照清查的执行系统，分为内部清查和外部清查。 

1．按照清查范围分

类 

全面清查，是指对所有的财产进行全面的盘点和核对。需要进行全面

清查的情况通常有： 

（1）年终决算前； 

（2）在合并、撤销或改变隶属关系前； 

（3）中外合资、国内合资前； 

（4）股份制改造前； 

（5）开展全面的资产评估、清产核资前； 

（6）单位主要领导调离工作前等。 

局部清查是指根据需要只对部分财产进行盘点和核对。 

局部清查的特点是清查内容少，范围小，涉及的人员较少，但专业性

较强。其清查对象主要是货币资金、存货等流动性较强的财产。 

局部清查的情况通常有： 

（1）库存现金。应由出纳员在每日业务终了时清点，做到日清月结； 

（2）银行存款。应由出纳员每月至少同银行核对一次； 

（3）原材料、在产品和产成品等流动性较大的存货，应根据需要随

时轮流盘点或重点抽查，对于贵重的财产物资，应每月清查盘点一次； 

（4）债权、债务。应在年度内至少同对方核对一至两次。 

 

【例题•判断题】定期清查，可以是全面清查，也可以是局部清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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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正确 

 

2．按照清查的时间

分类  

定期清查是指按照预先计划安排的时间对财产进行的盘点和核对。定

期清查一般在年末、季末、月末进行。定期清查，可以是全面清查，

也可以是局部清查。  

不定期清查是指事前不规定清查日期，而是根据特殊需要临时进行的

盘点和核对。不定期清查，可以是全面清查，也可以是局部清查，应

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清查的对象和范围。  

不定期清查主要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进行：  

（1）在财产物资或现金的保管人员发生变动时；  

（2）上级或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对本单位会计或业务进行审查时；  

（3）进行临时性清产核资时；  

（4）发生自然灾害或意外损失时。 

 

3．按照清查的执行系统

分类 

内部清查是指由本单位内部自行组织清查工作小组所进行的财产

清查工作。大多数财产清查都是内部清查。  

外部清查是指由上级主管部门、审计机关、司法部门、注册会计

师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或情况需要对本单位所进行的财产清查。一

般来讲，进行外部清查时应有本单位相关人员参加。 

要点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定期清查、不定期清查，可以是全面清查，也可以是局部清查； 

同理，全面清查、局部清查可以是定期清查，也可以是不定期清查，应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  

（二）财产清查的一般

程序 

财产清查一般包括以下程序： 

（1）建立财产清查组织； 

（2）组织清查人员学习有关政策规定，掌握有关法律、法规和相

关业务知识，以提高财产清查工作的质量； 

（3）确定清查对象、范围，明确清查 任务； 

（4）制定清查方案，具体安排清查内容、时间、步骤、方法，以

及必要的清查前准备； 

（5）清查时本着先清查数量、核对有关账簿记录等，后认定质量

的原则进行； 

（6）填制盘存清单； 

（7）根据盘存清单，填制实物、往来账项清查结果报告表。 

 

考点 2 财产清查的方法与会计处理 

财产清查的方法与会计处理 

（一）财产清查的

方法 

1．货币资金的清查方法 

（1）库存现金的清查 

库存现金的清查是采用实地盘点法。库存现金清查一般由主管会计或

财务负责人和出纳人员共同清点出各种面值钞票的张数和硬币的个

数，并填制库存现金盘点报告表。对库存现金进行盘点时，出纳人员

必须在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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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银行存款的清查 

银行存款的清查是采用与开户银行核对账目的方法进行的，即将本单

位银行存款日记账的账簿与开户银行转来的对账单逐笔进行核对，来

查明银行存款的实有数额。 

银行存款重点知识 

货
币
资
金 

银
行
存
款 银 行

存 款

的 核

对 

企业的“银行存款日记账”和“银行的对账单”核对 

若存在未达账项，需要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调节后的余额含义是“企业可以实际可以动用的银行存款余额” 

调节表只起对账作用，不能根据调节表调节账面记录 
 

【 未 达 账

项】 

发生未达账项的具体情况有四种： 

一是企业已收款入账，银行尚未收款入账； 

二是企业已付款入账，银行尚未付款入账； 

三是银行已收款入账，企业尚未收款入账； 

四是银行已付款入账，企业尚未付款入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