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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课程的学习比较单调，整天都在和会计分录以及公式

计算打交道，知识点非常琐碎，一般中有特殊，特殊中还有

特殊，苦于没有好的方法去记忆和理解会计核算的规律。应

该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会计学习必须

依勤学苦练，没有什么“终南捷径”，但是会计学习自有其

内在的规律，我们需要在学习中借助一些窍门，提高我们的

学习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里介绍的“口诀法

”(你还可以称其为“打油诗”。)应该就属于这种窍门。 一

、最基本的口诀读书口诀 所有学科的考试学习，包括会计学

习，都必须仔细阅读考试指定教材和考试大纲。如果你是参

加社会助学的会计应考者，那么从你听辅导教师授课到最后

准备考试，应该至少读五遍指定教材。我将其总结为“自考

五读口诀”，具体内容如下： 一读课前预习先，从师二读课

堂间。 温故知新读三遍，四读再把习题练。 五读复习迎考试

，胜利通过笑开颜。 这主要强调课前预习、课堂听讲、课后

复习、做题巩固以及总复习迎考都要把读书放在基础性地位

。我每门课开课第一次，我都将这个口诀写在黑板上，要求

同学作为参加会计考试的座右铭，这其实对所有科目的考试

中都是有用的。如果你是纯粹的自学，那么读书的意义就更

是不言自明了。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或者“熟读

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都是这个道理。 二、利用口

诀理解记忆账户记账规则 借贷记账法下的记账规则是基础会



计学习的入门规律，是需要同学们深刻记忆和理解的最基本

知识点之一。我们一般把账户区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

益、成本、损益五大类。资产、成本类账户一般都是借方登

记增加，贷方登记减少.负债、所有者权益账户(二者合并称为

权益)一般都是借方登记减少，贷方登记增加.损益类账户则需

要区分是费用类还是收入类去分别登记，收入与费用之间的

登记也是相反的。为便于初学者理解，提高其学习兴趣，我

编写了以下口诀，并命名其为“记账规则之歌”。 记账规则

之歌 借增贷减是资产，权益和它正相反。 成本资产总相同，

细细记牢莫弄乱。 损益账户要分辨，费用收入不一般。 收入

增加贷方看，减少借方来结转。 曾经有一个女学员用“四季

歌”的曲调在课堂上演唱，大大加深了初学者的记忆痕迹。

我们在基础会计考试中记账规则直接考查一般都采取简答题

的形式，如果你能记住这首“打油诗”当有好处。 大家也许

还记得，会计核算有七种基本核算方法，即：设置会计科目(

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账簿、成本核

算、财产清查、编制会计报表。我们也可以把七种方法总结

成为以下的口诀： 会计核算方法七， 设置科目属第一。 复式

记账最神秘， 填审凭证不容易。 登记账簿要仔细， 成本核算

讲效益。 财产清查对账实， 编制报表工作齐。 如果问你某项

内容是否属于会计核算方法，只要对照上面的口诀便一目了

然。 三、利用口诀理解记忆跨期摊提账户的账务处理 跨期摊

提账户主要包括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账户。待摊费用实际是

先付费后分摊的费用，主要属于资产性质。预提费用实际是

先预计后付费的费用，主要属于负债性质。他们的共同点是

收益期是若干个会计期间(月)。他们的核算规律可以结合以



下的口诀进行理解记忆。 待摊预提之歌 待摊预提都跨期，权

责发生来摊提。 先花货币是待摊，后掏腰包走预提。 支付待

摊借方记，贷方资金来放弃。 摊销需从贷方转，借走费用进

损益。 预提费用贷方提，四费借方来对应。 付费借方减预提

，现金存款别忘记。 这个口诀可以这样解释： 第一句指出按

照账户的用途和结构进行分类，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都属于

跨期摊提费用，二者核算的基础都是“权责发生制”。第二

句指出了二者在资金耗费时间先后的区别。第三句对应的待

摊费用在付费时候的会计分录，即“借：待摊费用 贷：银行

存款”。第四句对应的待摊费用在分摊时候的会计分录，即

“借：管理费用 贷：待摊费用”。其实这个分录的借方可能

是制造费用，也可能是管理费用等，主要是期间费用，所以

言其“进损益”。第五句对应的预提费用在提取时候的会计

分录，即“借：管理费用 贷：预提费用”。其借方主要是制

造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营业费用，所以是“四费”

。第六句对应的预提费用在付费时候的会计分录，即“借：

预提费用 贷：银行存款”。当然，以上会计分录中的银行存

款也可以是现金，二者都属于货币资金。 四、利用口诀理解

记忆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成本法 股利核算口诀 当年分以前，

成本来冲减。 当年分当年，利益算一算。 以后年度分，两者

比较看。 股利减净利，差额细判断。 “当年分以前，直接冲

成本”：比如96年1月1日进行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进

行核算，96年5月2日被投资企业宣告分派95年度股利，于是

投资企业就要全部冲减投资成本。 “当年分当年，利益算一

算”：如果假设例题中96年5月2日分派的股利，还包括本年

度的，那么就计算一下属于投资前的部分和属于投资后的部



分，前者冲减投资成本，后者计入投资收益。当然了，这种

情况下，出题者一般都会假定各月的利润平均分配。 “以后

年度分，两者比较看”：97年以后不是还要宣告分派股利吗

，这时我们就可以比较两个值：其一，就是投资企业按比例

从被投资企业分得的累积股利(截止本年末).其二，就是投资

企业按照比例享有的被投资企业的累积净利。然后判断： 1

、前者累积股利=后者累积净利，将以前已冲减的投资成本转

回。 2、前者lt.后者，则不用冲减成本，若以前已冲减成本，

就将其全部转回，注意并不是将(前者累积股利-后者累积净

利-以前已冲减投资成本)的差额恢复，不管这个差额是否大

于、小于以前已冲减成本数额。 整个过程都是借助于在累积

股利和累积净利之间求差，以判断是否存在“过头分配”，

从而确定是需要冲减投资成本，还是恢复投资成本。如果不

能确定投资成本的变化，也就无法确定投资收益的大小。 举

例如下：假设以前已经冲减的投资成本是10，000，以前已经

收取的累积股利是10，000。 ①分派值30，000累积股利10

，000 30，000=40，000累积净利润数40，000 借：应收股利 30

，000 长期股权投资10，000 贷：投资收益 40，000 ②分派

值50，000累积股利10，000 50，000=60，000累积净利润数40

，000差额20，000 借：应收股利 5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10，000(20，000-10，000) 投资收益 40，000 ③分派值250

，000，已分累积股利10，000 25，000=35，000，累积净利润

数40，000差额-5，000 即使-5000-10000=-15000也不是按照差

额恢复成本，还是恢复原来已经冲减成本的全部数额(不超过

这个数额) 借：应收股利 25，000 长期股权投资 10，000 贷：

投资收益 35，000 如果分派值150，000，已分累积股利10



，000 15，000，累积净利润数40，000差额-15，000，同样即

使-15000-10000=-25000也不是按照差额恢复成本，还是恢复

原来已经冲减成本的全部数额10000(不超过这个数额)。若被

投资单位当期未分派股利，即使“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为

负数，也不确认当期投资权益和恢复初始投资成本。 五、利

用口诀理解记忆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 现金流量表是会计考

试中十分令人头疼的内容，丢三落四是现金流量表编制中最

容易出现的错误。下面的口诀基本上概括了现金流量表的全

部编制过程。口诀的具体内容如何理解，我们在口诀后边详

细阐述。 看到收入找应收，未收税金分开走。 看到成本找应

付，存货变动莫疏忽。 有关费用先全调，差异留在后面找。 

财务费用有例外，注意分出类别来。 所得税你直接转，营业

外找固资产。 坏账工资折旧摊销，哪来哪去反向抵销。 为职

工支付有多少，单独处理分类思考。 解释：第①句话针对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因为直接法是以利润表中营

业收入为起算点，所以，我们看到营业收入，就要找应收项

目(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未收的税金再单独作账(收到钱

的增值税才作为现金流量)也就是说应收账款中包括的应收取

的税金部分，若实际未收取现金则贷记应交税金，另外，有

关贴现的处理，将应收票据因贴现产生的贴现息(已计入财务

费用)作反调。例如：应收票据发生额10万元(假如3月发生)

后5月份贴现，贴现息为1万元。但是从期初，期末的报表看

，应收票据未发生变动，但你不能不作现金流量的调整，因

为实际现金现流量为9万元。 第②句“看到成本找应付，存

货变动莫疏忽”告诉你在进行“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的处

理时，找应付科目，同时考虑存货的期初，期末变动值，看



是否与此项目有关，有关的调整。 第③句“有关费用先全调

，差异留在后面找”是指先把“管理费用”“营业费用”的

数额全部调整“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而后

面把6项内容仅调回来。这6项内容是：坏账准备，待摊费用

，累计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应付管理人员工资，应付管理

人员的福利费(营业费用无任何调整) 第④句“财务费用有例

外，注意分出类别来”指的就是上面说的贴现息。 第⑤句“

所得税直接结转，营业外找固资产”所得税直接结转，营业

外收入，营业外支出，都是从固定资产盘盈，盘亏那来的，

自然就要找固定资产了。 第⑥句是指这几个项目不影响现金

流量，那么就反向抵回来就可以了。 第⑦句支付给职工，和

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项目较特殊，需单独核算。 总的来说，有

三项需要注意的：①在进行“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核算时

，需调整2项内容。财务费用中贴现息和应交税金中收到的现

金。②在进行“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核算时，需调整5项内

容。累计折旧，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待摊费用，应交税

金(进项税额)。③在进行“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的核算时，需要调整6项内容。坏账准备，待摊费用，累

计折旧，应付管理人员工资，应付管理人员福利费，无形资

产摊销。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为大家总结的间接法核算规律

。①与损益有关的项目(9项)调整净利润。固定资产(4项)：减

值准备，折旧，处置损失，报废损失。无形资产(1项)：无形

资产摊销。财务费用：反映本期应属投资筹资的财务费用，

不包括贴现息(我们上面已经谈过，贴现息是一项特殊的财务

费用，实际做题时一定要留意。)投资损失、预提费用、待摊

费用。②与损益无关的项目(四项)：存货，递延税款，经营



性应收及应付，这几项的调整可以应用平衡式“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当使所有者权益增加时，调减净利润.当使所有

者权益减少时，调增净利润，从而实现了将权责发生制下的

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去除不影响现金流量变化

的项目。例如：若固定资产折旧增加，则说明“资产”方减

少、负债不变情况下“所有者权益”减少，因为折旧不影响

现金流量，所以要把这部分往净利润中增加，其他各项都仿

照进行处理。 六、利用口诀来理解记忆资产负债表有关项目

的填列 在编制资产负债表，填写“应收账款”、“预付账款

”、“应付账款”、“预收账款”这四个项目时，要区分对

应明细账户的借方或者贷方余额来计算填列。我曾经总结了

四个计算公式给学员，如下： 1、资产方应收账款项目金额=

“应收账款”明细账户借方余额 “预收账款”明细账户借方

余额(假定不考虑坏账准备) 2、负债方预收账款项目金额=“

应收账款”明细账户贷方余额 “预收账款”明细账户贷方余

额 3、资产方预付账款项目金额=“预付账款”明细账户借方

余额 “应付账款”明细账户借方余额 4、负债方应付账款项

目金额=“应付账款”明细账户贷方余额 “预付账款”明细

账户贷方余额 后来发现学员对这四个公式的理解不是十分全

面，计算时还是容易出错，我就在这四个公式的基础上总结

了以下的“五言”口诀，帮助同学们加深记忆： 两收合一收

，借贷分开走。 两付合一付，各走各的路。 应该说第一句用

来配合公式1、2，第二句可以配合公式2、4。这样学员填制

有关项目的准确性就大大提高。比如某个企业只设置了“应

收账款”、“应付账款”账户，而没有设置“预付账款”、

“预收账款”账户。其“应收账款”账户有两个明细账户，



余额分别是借方400和贷方700，“应付账款”账户也有两个

明细账户，余额分别是借方500和贷方600，则根据口诀可以

迅速计算出“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这四个项目的金额依次分别为400、500、600

、700。百考试题收集整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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