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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6/2021_2022__E6_8A_A5_E

8_80_83_E6_8C_87_E5_c42_66440.htm 会计核算方法之一：会

计科目和账户 我们把会计对象分为六大会计要素，但这六大

会计要素划分仍然很粗，难以满足信息使用者全面了解企业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为此，还将会计要素进一步

细分，这种对会计要素的内容进行具体分类核算的项目，称

为会计科目。 如若把六大会计要素比做六座大楼，会计科目

则是每个大楼的小房子，会计人员要在企业经济业务发生后

，先判断其业务属于那个楼的，进楼后再判断是哪一个房间

的。这样在同一个楼、同一个房间的业务则属于相同的经济

业务，它们共有一个名字就是代表这个会计业务的会计科目

。如企业发生收到销货款业务、赊销业务、购买准备长期持

有的股票业务，它们都属于企业资产要素，首先判断这三项

业务要进入的是“资产”这个大楼，然后进入符合自身性质

的“银行存款”、“应收账款”、“长期股权投资”这些小

房间，这些业务进入房间之后就要对它进行造册登记，即对

于经济业务进行连续、系统、全面记录(即开设账户)。所以

账户是根据会计科目开设的，是对会计要素具体内容分类核

算的工具，有什么样的经济业务就有什么样的科目与之对应

，也就有什么样的会计账户进行登记。这样我们就知道会计

科目是会计业务的名称，账户就是对经济业务的登记方式。

比如发生了用存款500元购买企业生产用材料，对应的名字就

是“银行存款”、“物资采购”(或原材料)；那么如何进入

各自房间呢?就要判断银行存款减少了500元，记载在银行存



款减少的一方，原材料增加了500元，就要记在原材料这一账

户增加的一方，这样我们只要将各账户连续登记的内容统计

出来，即可知道每项业务的变动情况了。当然账户的格式不

是以增和减来表示方向的，而是以“借”和“贷”来表示其

方向的。 “借”和“贷”只是一个记账符号，表示业务的发

生方向，没有其任何自身字面意思的存在。虽然企业日常发

生的经济业务千变万化，但从数量上看，不外乎是增加与减

少两种情况，这样我们就把账户的基本结构设置为左右两方

，以借贷记账法为结构的账户，主要就是借贷两方，左方称

之为借方，右方称之为贷方，借贷两方的差额为余额。借方

合计大于贷方合计数的差额，称之为借方余额，贷方合计大

于借方合计的差额，称之为贷方余额。全部账户的借方余额

和贷方余额，又是相互联系相互对应的。 账户的通用格式为

“三栏余额式”。 另外在会计教学和一些教科书中，为了简

化和表示方便，用“丁字账”表示账户，但在实际上工作中

是没有的。会计核算方法之二：借贷记账法 借贷记账法是以

“借”和“贷”为记账符号的一种复式记账方法。而复式记

账法是指对企业发生的每一笔经济业务，都要以相等的金额

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关联的账户中进行登记的记账方

法。 借贷记账法即以“借”、“贷”为记账符号，分别作为

账户的左方和右方，“借”、“贷”作为表示方向的符号已

失去了原有的字面含义，至于“借方”表示增加和减少，还

是贷方表示减少还是增加，取决于账户的性质及结构。 因为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呈现出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收入－费用) 利润=收入－费用 所以各会计

要素的账户结构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构。 经济业务发生后，



无论其怎样复杂，都在六大要素范围之内，我们都可以把它

们分为四种类型。 (1)资金进入企业，资产与负债(权益)同时

增加，记资产账户的借方，负债(权益)账户的贷方，借贷金

额相等。资产总额=权益总额。 (2)资金退出企业，资产与负

债(权益)同时减少，记负债(权益)账户的借方，资产账户的贷

方，借贷金额相等。资产总额=权益总额。 (3)资产内部各形

态转化，一方资产增加一方资产减少，记资产的借方和贷方

，借贷金额相等，资产总额不变。 (4)权益或负债(资金来源)

内部各形态转化，一方负债(权益)增加，一方负债(权益)减少

，负债(权益)总额没有变化。 综合以上内容，借贷记账法的

记账规则为：“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为了检验一定

时期所发生经济业务记录的正确性，根据借贷记账法的记账

规则，在一定会计期末应进行账户的试算平衡，可以是发生

额试算平衡也可以是余额试算平衡。各账户借方发生额合计=

各账户贷方发生额合计，各账户借方余额合计=各账户贷方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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