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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核算的具体内容会计核算的内容是指特定主体的资金运动

，包括资金的投入、资金的循环与周转、资金的退出三个阶

段。1、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付；2、财物的收发、增减和使

用；3、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4、资本、基金的增减；5、

收入、支出、费用、成本的计算；6、财务成果的计算和处理

。（二）会计科目和账户1、会计科目是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

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其设置应满足合法性原则、相关性

原则和实用性原则的要求。具体会计科目设置，一般是从会

计要素出发，将会计科目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成

本和损益五大类。2、设置会计科目的原则。包括合法性原则

、相关性原则和实用性原则。3、会计科目的级次。会计科目

按其提供指标的详细程度，或者说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可

以分为总分类会计科目和明细分类会计科目两大类。4、账户

是指根据会计科目设置的，具有一定格式和结构，用于分类

反映会计要素增减变动情况及其结果的载体。根据会计科目

的分类，账户同样也可分为上述五类。账户要分为总分类账

户和明细分类账户。5、账户基本结构。账户包括四个金额要

素：期初余额、本期增加发生额、本期减少发生额和期末余

额，其基本关系为：期末余额=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发生额-本

期减少发生额。6、会计科目与账户联系和区别。二者的联系

是：口径一致，性质相同，会计科目是账户的名称，也是设

置账户的依据，账户是会计科目的具体运用。二者的区别是



：会计科目仅仅是账户的名称，不存在结构；而账户则具有

一定的格式和结构。（三）借贷记账法1、借贷记账法的概念

借贷记账法是指以“借”、“贷”作为记账符号的一种复式

记账法。2、借贷记账法的记账符号。“借”、“贷”为记账

符号，“借”、“贷”已失去原有的含义。3、借贷记账法的

账户结构资产、成本和费用类账户借方记增加、贷方记减少

，如有余额一般在借方；负债、所有者权益和收入类账户借

方记减少，贷方记增加，如有余额一般在贷方。费用和收入

类账户，即损益类账户期末没有余额。4、借贷记账法的记账

规则：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5、试算平衡。试算平衡

是指根据资产等于权益的平衡关系以及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

则，检查所有账户记录是否正确的过程。试算平衡包括发生

额试算平衡法和余额试算平衡法。（1）发生额试算平衡法：

依据：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平衡公式：全部账户本期

借方发生额合计=全部账户本期贷方发生额合计（2）余额试

算平衡法：依据：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平衡公式：全部账

户的借方期初余额合计=全部账户的贷方期初余额合计全部账

户的借方期末余额合计=全部账户的贷方期末余额合计（3）

不能通过试算平衡发现的错误：漏记某项经济业务，重记某

项经济业务；某项经济业务记错有关账户，借贷仍然平衡；

某项经济业务在账户记录中，颠倒了记账方向，借贷仍然平

衡；借方或贷方发生额中，偶然发生多记少记并相互抵销，

借贷仍然平衡。（四）总分类账户与明细分类账户1、总分类

账户（1）概念及分类：总分类账户简称总账账户或总账，是

指根据总分类科目设置的，用于对会计要素具体内容进行总

括分类核算的账户。（2）对应账户：在经济业务处理过程中



形成的有关账户之间的应借应贷关系，称为账户的对应关系

，发生对应关系的账户称为对应账户。（3）会计分录：简称

分录，是指对某项经济业务标明其应借应贷账户及其金额的

记录。2、明细分类账户（1）概念及分类：明细分类账户简

称明细账。是根据明细分类科目设置的，用来对会计要素具

体内容进行明细分类核算的账户。（2）设置原则：明细分类

账户设置并非越细越好，而是既要满足管理的需要，又要简

化核算。（3）总分类账户对明细分类账户具有统驭控制作用

；明细分类账户对总分类账户具有补充说明的作用。总分类

账户与其所属明细分类账户在总金额上应当相符。3、总分类

账户与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原则：依据相同，方向相同

，期间相同和金额相等。（五）会计凭证1、会计凭证的种类

。会计凭证按照编制的程序和用途不同，可以分为原始凭证

和记账凭证两类。（1）原始凭证：又称单据，是在经济业务

发生或完成时取得或填制的，用以记录或证明经济业务的发

生或完成情况的原始凭据。（2）记账凭证：又称为记账凭单

，是会计人员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按照经济业务的内

容加以归类，并据以确定会计分录后所填制的会计凭证。2、

原始凭证（1）了解原始凭证的基本内容。（2）原始凭证的

种类。原始凭证按来源不同可以分为：外来原始凭证和自制

原始凭证，按填制手续及内容不同可以分为：一次凭证、累

计凭证和汇总凭证；按格式不同可以分为；通用凭证和专用

凭证。（3）原始凭证的审核 。为了如实反映经济业务的发

生和完成情况，会计人员应对原始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

合理性、完整性、正确性和及时性进行审核 。3、记账凭证

（1）了解记账凭证的基本内容。（2）记账凭证的种类。记



账凭证按反映内容不同可以分为：收款凭证、付款凭证和转

账凭证，涉及“银行存款”和“现金”之间的经济业务只编

制付款凭证，不编制收款凭证；按填列方式不同可以分为：

单式记账凭证和复式记账凭证。（3）记账凭证的审核 。为

了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有关稽核人员应审核记账凭证内容

是否真实、项目是否齐全、科目是否正确、金额是否正确、

书写是否正确。（六）会计账簿1、会计账簿的意义和种类

（1）会计账簿，简称账簿，是由一定格式账页组成的，以会

计凭证为依据，全面、系统、连续地记录各项经济业务的簿

籍。（2）账簿按用途不同可以分为：序时账簿、分类账簿和

备查账簿；按账页格式不同可以分为：两栏式账簿、三栏式

账簿、多栏式账簿和数量金额式账簿；按账簿外型特征不同

可以分为：订本账、活页账和卡片账。2、对账和结账（1）

会计对账工作的主要内容有：账证核对、账账核对和账实核

对。（2）结账是一项将账簿记录定期结算清楚的账务工作。

结账的目的是为了编制会计报表。3、错账查找与更正（1）

错账查找的方法主要有：差数法、尾数法、除2法和除9法。

（2）错账更正方法。①划线更正法：在结账前发现账簿记录

有文字或数字错误，而记账凭证没有错误，可以采用划线更

正法。②红字更正法：有两种情况，一是应借、应贷会计科

目有误引起记账错误。更正的方法是：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

记账凭证完全相同的记账凭证，以示注销原记账凭证，然后

用蓝字填写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并据以记账。二是所记金

额大于应记金额，其他无差错。更正的方法是：按多记的金

额用红字编制一张与原记账凭证应借、应贷科目完全相同的

记账凭证，以冲销多记的金额，并据以记账。③补充登记法



（又称补充更正法）：记账后发现所记金额小于应记金额 ，

其他无差错。更正的方法是：按少记的金额用蓝字编制一张

与原记账凭证应借、应贷科目完全相同的记账凭证、以补充

少记的金额 ，并据以记账。（七）账务处理程序1、记账凭

证账务处理程序 （1）熟悉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的基本内容。

（2）优缺点及适用范围。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简单明了，

易于理解，总分类账可以较详细地反映经济业务的发生情况

。其缺点是：登记总分类账的工作量较大，因而适用于规模

较小，经济业务量较少的单位。2、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

序（1）熟悉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的基本内容。（2）

优缺点及适用范围。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减轻了登记

总分类账的工作量，由于按照账户对应关系汇总编制记账凭

证，便于了解账户之间的对应关系。其缺点是：按每一贷方

科目编制汇总转账凭证，不利于会计核算的日常分工，并且

当转账凭证较多时，编制汇总转账凭证的工作量较大，因而

适用于规模较大、经济业务较多的单位。3、科目汇总表账务

处理程序（1）熟悉科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的基本内容。

（2）优缺点及适用范围。科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减轻了登

记总分类账的工作量，并可做到试算平衡，简明易懂，方便

易学。其缺点是：科目汇总表不能反映账户对应关系，不便

于查对账目 。它适用于经济业务较多的单位。（八）财产清

查1、财产清查定义财产清查是指通过对货币资金、实物资产

和往来款项的盘点或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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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产清查的种类。按清查

的范围可以分为全面清查和局部清查；按清查的时间可以分

为定期清查和不定期清查。3、财产清查的方法（1）货币资



金清查的方法：对现金清查应采用实地盘点法，对银行存款

清查应采用对账法。（2）实物资产清查的方法：实地盘点法

和技术推算法。（3）往来账款清查的方法。（九）会计档案

会计档案是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财务会计报告等会计核

算专业材料，它是记录和反映经济业务的重要史料和证据。1

、会计档案归档和保管当年形成的会计档案，在会计年度终

了，可暂由本单位财务会计部门保管1年。2、会计档案的保

管期限各种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根据其特点，分为永久、

定期两种。定期保管期分为3年、5年、10年、15年、25年五

种。3、会计档案的销毁会计档案保管期满需要销毁时，由本

单位档案部门提出销毁意见，会同财务会计部门共同鉴定和

审查，编造会计档案销毁清册。对于保管期满但未结清的债

权债务以及涉及其他未了事项的原始凭证不得销毁，应单独

抽出，另行立卷，由档案部门保管到未了事项完结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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