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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会计实务》借贷记帐法涉及的知识点 每个账

户都有专门的格式，严格反映一定的经济内容。随着经济业

务的不断发生，这些内容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需要在账

户中反映出来。 账户一般可分为左右两方，一方反映增加，

另一方反映减少。如果规定在左方记录增加额，就应该在右

方记录减少额。反之，如果在右方记录增加额，就应该在左

方记录减少额。在具体账户的左、右两方中究竟规定哪一方

记录增加额，哪一方记录减少额，取决于各账户所记录的经

济内容和所采用的记账方案。 除此之外，账户的格式还应包

括：（1）账户名称及编号（2）经济业务发生日期和摘要（3

）凭证号数，即账户记录的来源和依据（4）增加减少的金额

每个账户都有四个金额要素，即期初余额、期末余额、本期

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其左方和右方登记的增减金额称为本

期发生额，到期末应结算出期末余额。本期期末余额转入下

期即为下期的期初余额。 四个金额之间的关系为： 期末余

额=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 账户的本期发生额反映

一定时期内该账户核算内容的增减变动情况，而期末余额则

反映其变动的结果。账户的余额一般与记录的增加额在同一

方向。 账户的格式取决于采用的记账方法。《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采用借贷记账法，它的"三栏式"账户格式。会计有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及利润六大要素。相应

地，账户也可分为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收益类



、成本费用类、利润类等六大类。则利润类账户包括"利润"

、"利润分配"等账户，它们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具有相同的

性质，因则可以并入所有者权益类账户。这样一来，账户按

会计要素分类可分为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收益

类及成本费用类五大类账户。资产类账户用来反映资产的增

减变动和结存情况。账户的发生额反映资产的增减变动情况

，账户的余额反映资产的奔结存情况。同样，负债类账户的

发生额反映负债的增减变动情况，账户的余额反映未偿还的

负债情况。所有者权益包括投入资本和未分配利润。收益类

账户用来归集企业的收入情况。成本费用类账户用来归集的

企业的成本费用。为了保证账户记录的正确性，对于发生的

经济业务，在记入账户之前，应先对每项经济业务进行分析

，确定应记入什么账户的哪一方，这就需要编制会计分录。 

所谓会计分录，就是采取复额的一种记录。编制会计分录是

会计工作的第一步。在实际工作中，它是根据经济业务的原

始凭证在日记账或记账凭证中编制的。 会计分录按其结构不

同，分为简单会计分录和复合会计分录。简单会计分灵是指

只涉及到两个对应账户所组成的会计分灵，账户对应关系为

一借一贷。复合会计分录是指涉及到两个以上对应账户所组

成的会计分录，账户对应关系可以是一借多贷，一贷多借和

多借多贷，但为了保证账户对应关系的清晰必，一般不宜编

制多借多贷的会计分录。第一，在借贷记账法下，账户的"借

方"用来登记资产和费用的增加，同时用来登记负债，所有者

权益、收入和利润的减少；而账户的"贷方"则用来登记资产

和费用的减少，同时还用来登记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和

利润的增加，记入账户借方的数额合计，称为借方发生额虻



入贷方的数额合计，称为贷方发生额。对于一个账户来说，

记入该账户增加方的数额一般都要大于或等于记入其减少方

的数额，所以账户正常的余额应在记录增加额的那一方。也

即资产类账户余额在借方，负债类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余额

在贷方。费用和收入类账户一般无余额。根据这个，我们可

以从账户余额的方向判断账户的性质。各类账户余额的计算

公式如下： 资产类账户期末（借方）余额=期初借方余额 本

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期末

（贷方）余额=期初贷方余额 本期贷方发生额-本期借方发生

额 为了方便了解掌握借贷记账法下的账户结构，现将各类账

户的结构列示如表所示：第二，根据复式记账的原理。再结

合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对于任何一项经济业务，一方面

记入一个或几个账户的借方，另一方面必然要记入一个或几

个账户的贷方，并且借方与贷方的数额必然是相等的。企业

发生的经济业务大致可分为奖金流入企业的业务、资金在企

业内部流动的业务、权益转化的业务和资金退出企业的业务

。 运用借贷记账法加以处理如下： 1．资金流入企业的业务

。即资产与负债、所有者权益同时增加。资产增加记入有关

账户的"借方"，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增加记入有关账户的"贷方"

。 2．资金在企业内部流动的业务。即资产、收入和费用之

间或资产要素内部的增减。资产和费用的增加以及收入减少

记入相关账户的’借方’，收入增加以及资产和费用的减少

记入相关账户的"贷方"。 3．权益转化的业务。即负债、所有

者权益和利润三者之间或一个要素内部有增有减。负债、所

有者权益和利润增加记入相关账户的"贷方"，减少则记入相

关账户的"借方"。 4．资金退出企业的业务。即资产和负债、



所有者权益同时减少。资产减少记入有关账户的"贷方"，负

债及所有者权益减少则记入有关账户的"借方"。由此可以看

出，每类业务都要同时记入有关账户的借方和另一些账户的

贷方，且记入双方的金额相等。 因此，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

则可概括为"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第三，在借贷记账

法下，由于"借"和"贷"两个记账符号对于资产、负债、所有者

权益、收入及费用表示了不同的含义，因此，除了可以设置

这几类账户外，还可设置既可核算资产、费用，又可核算收

入、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双重性质的账户。 例如"预提费用"

即可作为负债类账户，也可作为资产类账户；"投资收益"既

可作为资产类账户，又可作为负债类账户；企业往来账户既

可作为资产类账户，又可作为负债类账户，等等。双重性的

账户可根据账户期末余额的方向来判断账户的性质，即如果

是借方余额，则为资产类，费用类账户；如果是贷方余额则

为负债类、收入类、所有者权益类账户，这样既增加了账户

运用的灵活性，又不影响对账户的确认。 第四，定期试算平

衡比较简单。根据会计恒等式和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试

算平衡的方法可分为两种： （1）发生额平衡法：当我们要

检验所有账户在某一期间内对各项业务的记录是否正确时，

可用这种方法，其平衡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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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平衡法：当我们

要检验所有账户记录的内容经过一个时期的增减变动之后，

在某一时点上（期末）其结果是否正确时，可采用这种方法

。其平衡公式是：全部账户借方余额合计=全部账户贷方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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