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产会计信息的工具和方法

会计账户与复式记账法：

小李最近新开了一家图片社，有一笔账小李是这样记的：

某年某月某日，用现金! "##元购回胶卷!##盒。别看这一笔小

小的账目，里面却包含了很多内容：首先可以看出，小李花去

了! "##元的现金，即现金减少了! "##元；同时，增加了价值

! "##元的物料用品（胶卷）。在这里，现金和物料用品是两个

会计账户的名称，当一笔交易发生时，我们同时在两个会计账

户上作出相应的记录，而不仅仅记录现金的减少，这体现了我

们将要介绍的会计账户和复式记账法的基本原理。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厂长经理们通过财务报表所提供的

会计信息，可以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那么，这些会

计信息作为一种“产品”，又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呢？这需

要了解生产会计信息的工具和方法：会计账户和复式记账法。

一、会计科目和会计账户

（一）会计科目

在前面的有关专题中，我们介绍了会计核算的六大会计

要素，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它们是会

计对象的具体化。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每一项经济业务都

会引起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发生数量、金额的增减变动。例

如，用银行存款购进原材料，原材料的增加导致银行存款的减

少，使得资产要素的具体构成发生变化；用银行存款偿还前期

的应付账款，应付账款的减少与银行存款的减少同时发生，使

得资产与负债两要素的数额同时减少，等等。由于企业的经济

活动纷繁复杂，它所引起的各个会计要素内部构成以及各个

会计要素之间的增减变化也错综复杂。如果我们对各项经济

活动的反映仅仅停留在会计要素的层面上，显然不能满足信

息使用者的需要，同时也影响厂长经理们的管理和决策。因

此，我们有必要按照经济和管理的要求对会计要素进行科学

的分项，每一项给予一个概念清楚、含义明确、通俗易懂的名

称，这些名称就是会计科目。由此可见，会计科目是会计要素

细化的结果。

根据会计要素的不同性质，我们可以相应地将会计科目

划分为五大类，即资产类、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损益类和成

本类。资产类科目包括流动资产、长期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资产等，其中流动资产又分为现金及银行存款、短期

投资、应收及预付账款、存货、待摊费用等；负债类科目包括流

动负债、长期负债等，其中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及预

收账款、应付工资、应交税金、应付股利以及预提费用等；所有

者权益类科目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本年利润

和利润分配等；损益类科目包括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

本、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

支 出 等 ； 成 本 类 科 目 包 括 生 产 成

本、制造费用和劳务成本等。

（二）会计账户

为 了 能 将 反 映 各 种 经 济 业 务

的 会 计 信 息 连 续 、 系 统 地 表 达 出

来，揭示各会计要素增减变 化 的 过

程及结果，需要设置会计账 户 。 就

像我们在公路上开车行驶一 样 ，道

路 上 的 路 标 仅 仅 规 定 了 我 们 所 行

驶的方向，但在选定的方向 上 行 驶

了多少路程，还需要路碑来计量。如果把路标比作会计科目的

话，那么，路标和路碑一起则可比作会计账户，路标和路碑可

以完整地记录汽车所行驶的路线。由此可见，会计科目和会计

账户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它们所反映的会计对

象的具体内容相同，一个会计科目对应一个会计账户；但会计

科目仅仅是会计账户的名称，而会计账户除了名称 （会计科

目）外，还具有一定的格式、结构，具体表现为若干账页，是记

录经济业务的载体。

每个会计账户所核算的经济内容与其所对应的会计科目

一致，而会计账户结构的设置必须满足对企业发生的经济业

务所引起的会计要素在数量上的变化进行记录的要求。各项

经 济 业务所引起的会计要 素 的 变 动 ，从 数 量 上 看 ，不 外 是 增

加和减少这两种情况，因此会计账户的结构也相应地划分为

两个基本部分：一部分反映数额的增加，另一部分反映数额的

减少。通常将会计账户划分为左右两方，按照相反方向来记录

增加额和减少额。也就是说，如果规定在左方记录增加额，就

应该在右方记录减少额；反之亦然。在具体会计账户中，究竟

哪一方记录增加额，哪一方记录减少额，取决于该会计账户的

性质和记账方法，会计账户的余额一般在记录增加额的一方。

会计账户的格式一般包括：会计账户的名称，即会计科目，用

以明确该会计账户记录的内容；日期和摘要，用以说明经济业

务发生的时间和内容；凭证号数，用以说明会计账户记录的来

源和依据；会计账户增加和减少的金额及余额等。

二、复式记账法和借贷记账法

（一）复式记账法的产生

如何将经济业务记录到会计账户上呢？这就涉及记账方

法的问题。会计核算中采用的记账方法有两类：单式记账法和

复式记账法。会计在其发展的历程中，最早采用的是单式记账

法，复式记账法 是 随 着 社 会 、经 济 的 发 展 在 单 式 记 账 法 基 础

上逐步演变而成的。单式记账法，就是对发生的每一笔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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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只在一个会计账户 中 进 行 记 录 ，在 通 常 情 况 下 ，只 重 视

记录现金的收付，以及人欠、欠人等往来的账项。这种记账方

法操作简单，但存在很多弊端，因此已逐渐被淘汰。

会计实践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复式记账法，它是在每一项

经济业务发生后，以相等的金额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

联系的会计账户中进行记录的方法。假设企业用现金 ! """
元购买原材料，由于这一笔 经 济 业 务 使 得 企 业 的 现 金 减 少

了 ! """ 元 ，同 时 企 业 得 到 了 价 值 ! """ 元的原材料。在复

式记账法下，由于该笔业务 涉 及 两 个 会计账户，即 现 金 和 原

材 料 ，所 以 我 们 将 现 金 账户上 的 金 额 减 少 ! """ 元 ，同 时 将

原材料账户上的金额增加 ! """ 元。

与单 式 记 账 法 相 比 ，复 式 记 账 法 的 优 点 显 而 易 见 ：由 于

对每一笔经济 业 务 都 要 在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的 会 计 账 户 中 做

记录，因此根据会计账 户 记 录 的 结 果 ，可 以 了 解 每 一 项 经 济

业务的来龙去脉。另外，由于复式记账法要求以相等的金额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会计账户中同时记录，所以可以通过对

会计账户记录的结果进行试算平衡，以检查会计账户记录的

正确性。正因为如此，复式记账法作为一种科学的记账方法，

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目前，我国的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所采

用的记账方法，都属于复式记账法。

（二）借贷记账法

复式 记 账 法 根 据 记 账 符 号 、记 账 规 则 等 的 不 同 ，又 可 分

为借贷记账法、增减记账法和收付记账法等。其中，借贷记账

法是目前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一种记账方法。我国企业会计

准则规定，从 !##$ 年 % 月 ! 日起，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都必

须采用借贷记账法。

借 贷 记 账 法 是 以 借 贷 二 字 作 为 记 账 符 号 的 一 种 复 式 记

账方法。借贷记账法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较早

的意大利，是为适应十二三世纪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经营管

理的需要而产生的。借贷二字的最初含义是从借贷资本家的

角度解释的。借贷资本家把从债权人借入的款项，记在贷主

名下，表示自身债务的增加；把向债务人贷出的款项，记在借

主名下，表示自身债权的增加。借贷资本家的主要经营业务

就是款项的借 入 和 贷 出 ， 因 此 用 借 贷 二 字 表 示 自 身 与 债 权

人、债务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及其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经济活动内容的拓宽，其 他 行 业 逐 步 采 用 借 贷 记 账 法 ，记 录

的经济业务由借贷业务 扩 展 到 财 产 物 资 、成 本 费 用 、经 营 损

益等业务，对于非借贷业务也用借贷二字说明其增减变动情

况。这时，借贷二字便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含义，转化为纯粹的

记账符号，成为会计的专门用语。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管理水

平的提高，借贷记账法经过了上百年的不断发展，直至 !& 世

纪会计学者提出了借贷记账法的理论依据，确立了借贷记账

法的记账规则 ， 借 贷 记 账 法 才 逐 渐 成 为 一 种 科 学 的 记 账 方

法，并为世界上许多国 家 广 泛 采 用 ，会 计 也 因 此 成 为 一 种 国

际商业语言。

!"借贷记账法的理论基础。在有关资产负债表的介绍中，

我们曾经介绍过会计恒等式，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

一等式被称为借贷记账 法 的 理 论 依 据 ，所 以 ，我 们 有 必 要 对

它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首先，从会计恒等式的静态角度看，会计要素之间在数量

上存在一个平衡关系。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刻，有一定数量的

资产，就必然有相应数量的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与之对应；反过

来，有一定数量的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就一定有相应数量的资

产与之对应。这一平衡关系要求在借贷记账法下，在任何时

刻，所有会计账户的借方、贷方余额的合计数是平衡的。其次，

从会计恒等式的动态角度看，各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化的数量

存在平衡关系。当一个会计要素的项目发生变化时，同一个会

计要素的另一项或者另一类会计要素的一项，也必然发生增

减变化，以维持这种平衡关系。这种动态平衡关系要求在借贷

记账法下，在一个会计账户中记录的同时必然要有另一个或

两个以上会计账户的记录与之对应。最后，会计恒等式有关要

素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分列于等

式的两边，左边是资产，右边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形成对立

统一的关系。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要求在借贷记账法下，按相

反方向记账，即借方记录增加额，贷方一定记录减少额；反之

亦然。从会计恒等式两边的不同类账户来看，资产类账户是借

方记录增加额，贷方记录减少额；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是

贷方记录增加额，借方记录减少额。会计恒等式对记账方法的

要求决定了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记账规则的基本理论，因

此会计恒等式是借贷记账法的理论基础。

#"借贷记账法的记账符号和账户结构。在借贷记账法下，

会计账户的左方称为借方，右方称为贷方。借贷二字已同本来

的字意脱节，演变成一对单纯的记账符号，分别反映资产、负

债、所有者权益的增减变化。借贷的含义因会计账户的性质不

同而恰好相反，在资产类账户中，“借”表示增加，“贷”表示减

少；而在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类账户中，“借”表示减少，“贷”表

示增加。所以，资产类账户，增加数记入借方，减少数记入贷

方，余额在借方；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减少数记入借方，

增加数记入贷方，余额在贷方。每个会计账户在一定时期内的

借方金额合计称为借方发生额，贷方金额合计称为贷方发生

额，两个发生额相抵后与期初余额相加（减）的结果则称为期

末余额。此外，支出类账户（即费用、成本类账户）在记账方向

上与资产类账户相同；收入类账户在记账方向上与负债类账

户相同。

$"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根据复式记账原理，对每项经

济业务都要以相等金额，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

会计账户中进行登记。记账时，对每项经济业务必须用相等金

额，一方面记入一个或几个有关会计账户的借方，另一方面记

入一个或几个有关会计账户的贷方，借方账户与贷方账户的

数额必然相等，这就形成了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有借必

有贷，借贷必相等。”另外，由于借贷记账法在处理每一笔经济

业务时，记账方向相反，金额相等，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如一

个月），所有会计账户的借贷发生额合计数必然相等；所有会

计账户的借方期末余额合计数与贷方期末余额合计数也必然

相等。利用这种平衡关系，就可以检查各会计账户记录是否正

确，从而提高会计核算工作的质量。

综上所述，会计账户为加工会计信息提供了场所和工具，

复式记账法则是将经济业务记录到会计账户上的一种科学方

法。有了这些工具和方法，会计对经济业务资料进行加工，生

产出满足信息使用者需要的会计信息才成为可能。!

!""#$%& 财会月刊·!"·"

厂 长 经 理 学 会 计 · 会 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