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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C_9A_c42_534344.htm 1.对于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

和收入类账户，借方登记减少数，贷方登记增加数； 其中： 

（1）负债类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期末余额一般出现在贷方

，其余额计算公式为： 期末贷方余额＝期初贷方余额＋本期

贷方发生额（增加额）－本期借方发生额（减少额）注意：

个别负债、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期末余额可能在借方。例如

：预提费用、本年利润。 “预提费用”属于负债类账户，核

算企业按规定从成本费用中预先提取但尚未支付的费用。贷

方登记预先提取的数额，借方登记实际支付的费用，余额一

般在贷方，表示已经预提但尚未支付的费用。如果期末余额

在借方，表示实际支付大于预先提取的数额，应视为待摊费

用。 “本年利润”属于所有者权益类账户，贷方登记由收入

类账户转来的，企业本期内的全部收入数额，借方登记由费

用类账户转来的，企业本期内发生的全部费用支出数额，如

果余额在贷方，反映的是利润数额；如果余额在借方，反映

的是亏损数额。 （2）收入是企业在一定期间取得的经营业

绩，不应留存到下一会计期间，应当在当期予以结转，以便

下一会计期间的收入账户金额能够反映下一会计期间的实际

收入情况，期末要将收入类账户的全部余额计入“本年利润

”账户的贷方，以便结算本期利润，收入类账户结转之后没

有余额（注意教材34页的表述“收入类账户一般期末无余额

”不妥，应该去掉“一般”二字）。 2.对于资产类和费用（

包括成本）类账户，借方登记资产、费用增加数，贷方登记



资产、费用减少数。 （1）资产类账户的余额一般在借方，

其余额计算公式为： 期末借方余额＝期初借方余额＋本期借

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 注意： 百考试题为你加油 ①个别

资产类账户的余额一般在贷方，例如：累计折旧、短期投资

跌价准备、坏帐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等。其余额计算公式

为：期末贷方余额＝期初贷方余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本期

借方发生额 ②有些资产类账户的余额既可能在借方也可能在

贷方，例如：对于“应收账款”账户，如果本期收回的款项

大于应收款项（即存在预收款项），则期末“应收账款”账

户的余额在贷方，表示预收的款项，此时“应收账款”账户

变成负债性质的账户了。 （2）费用（包括成本）类账户在

期末一般没有余额，如有余额，应为借方余额。具体而言： 

①生产成本、劳务成本账户在期末一般有余额，其余额在借

方， 期末借方余额＝期初借方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

贷方发生额 ②制造费用账户在期末结转（计入生产成本）之

后一般没有余额。 ③属于损益类的费用账户期末（结转计入

本年利润）没有余额。 总结： （1）借方登记：资产的增加

额、负债的减少额、所有者权益的减少额、收入的减少额、

费用的增加额； 贷方登记：资产的减少额、负债的增加额、

所有者权益的增加额、收入的增加额、费用的减少额。 注意

：教材35页图4－7内容有误，应该把借方和贷方的“资产类

账户”改为“资产”。 （2）对于每一个账户来说，如果有

期初余额，只可能在账户的一方（借方或贷方）； （3）如

果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方向相同，说明账户的性质未变；

如果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的方向相反，则说明账户的性质已

经发生改变。例如上述提到的“应收账款”账户。除此以外



，还有“应付账款”账户、“预付账款”、“预收账款”账

户、“待处理财产损溢”账户等。 （4）对于收入类账户以

及属于损益类的费用账户，本期发生额在期末结账时都要转

入“本年利润”账户，期初、期末没有余额。（注意教材36

页的相关表述不正确，以讲义的表述为准）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