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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借贷记账法的科学精髓

杜 李
（河南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

摘 要：借贷记账法作为一种科学的会计方法在我国企业全面运用已经 ’& 年，但还存在着形式、内

涵与规则等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影响着该方法的推广和应用。回溯借贷记账法的历史足迹，有助

于理解该方法的形式与内涵。“借”与“贷”的形式具有简明性，而其内涵则存在多样性。从“资产与负

债和所有者权益”相平衡的基本原理出发，可以导出“资产账户”与“权益账户”相反的数理逻辑。

关键词：借贷记账法；资产账户；权益账户；平衡公式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 - &#

012* ’% 31* #
456* )&&"

第 ’% 卷 第 # 期

)&&" 年 ’& 月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7189:;2 1< =>221? @AB>9 C1:D>9B;:5E F>5G:A5;2 H:D6A686>

!" #$% &’("#%))%"*% +, -+’./% 0 %"#12 3++44%%5("6
!" #$

I J8DA:>DD +KLA:AD69;6A1: C122>M> 1< N>:;: O:AB>9DA6EP Q;A<>:M #$%&&’P N>:;:P CGA:; R
7.)#18*#9 +D ; D5A>:6A<A5 ;5518:6A:M L>6G1KP 6G> K18S2>T>:69E S11UU>>VA:M G;D S>>: 8D>K SE >:6>9V9AD>D
A: 189 518:69E <19 6>: E>;9D* =>6 6G>9> ;9> D1L> S;DA5 >2>L>:6D D85G ;D D5A>:6A<A5 <19LP A:61:;6A1: ;:K
9>M82;6A1:D ?GA5G GA:K>9 6G> V1V82;9AW;6A1: ;:K ;VV2A5;6A1: 1< 6GAD L>6G1K* X6;96A:M ?A6G 6G> GAD619A5;2
6G18MG6P 6GAD >DD;E >YV18:KD 6G> D5A>:6A<A5 <19L ;:K A:61:;6A1: 1< 6G> L>6G1K* H: BA>? 1< 6G> S;DA5 >T
Z8;6A1: 1<“+DD>6D [ \A;SA2A6A>D ] 1?:>9 ^ D >Z8A6E”P 6G> ;86G19 <896G>9 1<<>9D 6G> L;6G>L;6A5 21MA5P 6G;6 AD

“;DD>6D ;5518:6D”;9> 51:69;9E 61“V91V9A>619DGAV ;5518:6D”*
:%2 ;+1<)9 K18S2>T>:69E S11UU>>VA:M；;DD>6D ;5518:6D；V91V9A>619DGAV ;5518:6D；;5518:6A:M >Z8;6A1:

收稿日期：)&&" - &. - ’"
作者简介：杜 李（’!.# - ），女，河南开封市人，讲师，现从事会计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 引论

自 ’!!" 年 $ 月 ’ 日起，我国企业已采用借贷记

账法作为会计记账的惟一方法。经过 ’& 年的实践检

验，借贷记账法所具有的账务处理灵活、科目设置简

约、对应关系清楚、试算平衡方法简便等优点已为广

大会计人员所认可，会计人员已从最初的被动接受转

变为主动地去探求和推广。目前对此问题的讨论较

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I ’ R 借和贷有无含义，仅是

符号吗？ I ) R资产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两类账户为什

么结构相反？ I " R 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能否被打

破？对这些体现借贷记账法科学精髓的问题，现有的

文献阐述不多，讲得也不清楚，如此下去势必会影响

这种科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笔者试根据自己从事

会计教学工作的经验和研究体会，并参阅相关材料，

就上述基本问题阐述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各方专家。

’ 对“借贷”二字的客观认识

在学习与推广借贷记账法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

是对“借”与“贷”二字如何在实践中加以理解的问

题。许多会计工作者，常常被这两个字弄糊涂。究其

原因，主要是：主观上借贷记账法是“舶来品”，我们的

会计人员受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对这种作为全人类

智慧结晶的记账方法，思想上盲目排斥，或被动接受，

因此在学习时不求甚解，用时囫囵吞枣。客观上，这

种方法传入我国的时间不长，仅几十年，并且在这几

十年的传播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会计工作与

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越发展，会计工作越重要。

借贷记账法 ’!&% 年由日本传入我国，到解放前的

’!#! 年，由于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态，

经济特别落后，借贷记账方法，只在政府、官僚垄断企

业和较大型的民族工商企业使用，范围较窄，在广泛

领域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致使今天许多曾从事会计

工作的老人没有听说过借贷记账法。借贷记账法真

正在我国传播仅仅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另外，会计专

业教育在传授借贷记账法时的思路、方法等也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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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人员对“借”与“贷”的理解。目前会计教育在传

授借贷记账法时，无论是教材的编写还是教师的讲

授，都只讲它是什么、怎样用，很少讲它怎样形成的，

以及为什么是这样的，有的教材甚至根本不提这些内

容，使许多人在初遇借贷记账法时即陷入对“借”与

“贷”认识模糊的困境之中。科学地阐释“借”与“贷”

的概念，揭示其内涵、外延和历史沿革，已成为进一步

推广、应用借贷记账法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

#$ # 初期的“借”与“贷”

回溯借贷记账法的历史足迹，对于揭示其科学形

式与内涵有重要意义。借贷记账法产生于意大利的

沿海城市佛罗伦萨。当时盛行海上贸易，许多人合伙

到海外经商，他们把外地没有的本地货运出去，又将

本地罕见的外地货运回来，只要成功，肯定发财。此

项活动吸引了许多商人。经过一次次的合伙、散伙，

他们逐渐地形成了一种能明确反映投资人投资多少

和事后按约付息还本的记账方法，来记载他们在整个

合伙过程中筹资、经营费用的支出、收入的形成和还

本付息的情况。这就是借贷记账法的雏形。海上贸易

盛行，也促进了借贷资本的产生与发展。而借贷记账

法的反映对象与借贷资本运动相似，因此，#%## 年佛

罗伦萨银行在账簿中最早使用“借方”和“贷方”的名

称。当时，在银行的账簿中，把借出去的钱，登记在

“借主户”中，即“你应还给我”的意思，表示银行对“借

主户”的债权。银行把贷进来的钱，即存入的钱，登记

在“贷主户”中，即“我应还给你的”意思，表示银行对

“贷主户”的债务。当时的账簿是采用叙述式，运用

“借”和“贷”来直接记录有关债权、债务的增减变动情

况，反映借贷资本运动的实际内容。因此，当时的

“借”与“贷”，并不是记账符号，确实是当时债权人、债

务人的意思。

#$ % 演变过程中的“借”与“贷”

#" 世纪，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借贷记账法在意

大利各个沿海城市之间迅速推广传播，促进了当地的

经济发展。借贷记账法反映的内容也从“借贷资本”

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在用“借”与“贷”直接记录有关

客户的往来债权、债务增减变化状况的同时，还用来

记录商品购销价值，并由叙述式的单式记账法，发展

为左借右贷的对照式的复式记账法。由于要记录商

品的情况，而商品购销价值量的计价不同，售价一般

都大于进价，为使商品账户能实现其借贷平衡功能，

就相继产生了损益类账户，进而为了反映商品经营者

自己垫付资金的情况，又产生了资本类账户。此时，

账户由人名账户发展到商品 &实物账户 ’、资本 &权益

账户 ’ 和费用与收益等非人名账户，逐渐形成了一个

账户体系。这种情况下的借、贷二字，已逐渐失去原

意，开始变化、升华，类似于借款人与贷款人。用借与

贷处理经济事项时，还是比照债权人、债务人的往来

关系，来对待其他经济业务，即，凡是占用于企业的财

物，都被看做企业对债务人放债，记入借方；凡是企业

占用了别人的财物，都被看做收到债权人的存款，记

入贷方。

#$ ( 现代会计事务中的“借”与“贷”

当经济尚不发达时，管理者所需的会计数据仅限

于现金的收支和资产库存的数据，以及“人欠”“欠人”

的情况。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企业的

规模逐渐扩大，要管好一个企业，对它所发生的经济

事项必须全面记录。而会计业务的内容繁纷、复杂，因

此会计制度要对所设置的账户进行分类，产生不同性

质的账户。而借贷记账法还是仅用借字与贷字表示

记账符号。面对这么多不同性质的账户，借贷二字解

释不了，也没有必要解释每一个账户和所有经济事项

用借贷处理的道理。另外，早期的借贷记账法存在不

易发现和查对错误的问题，这常使我们的会计前辈陷

于查错的困扰之中。为了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前辈们

进行了不懈的探求，后来发现，既然每笔交易都分别

在两个账户记入了同样的金额，就可以把总的金额进

行两方核对，以此来检验记账正确与否。而在进行核

对时，又出现了有些交易金额分别记入两个账户的同

方向，即左方或右方 &借方或贷方 ’，因此人们无法通

过账户记录进行借方 &左方 ’ 和贷方 &右方 ’ 总金额的

核对。如果将某些账户的记账方向反过来，就能解决

这个问题，使得所有账户左方 &借方 ’和右方 &贷方 ’金
额的两个合计数相等。经过多次的试验、调整，人们

渐渐发现，如果权益类账户的记账方向与资产类账户

的记账方向相反时，即可以进行决算平衡。此时，运

用借贷记账法就可以很快地检查记账的对错，会计前

辈将此技巧通过口传心授教给他的继承者，使借贷记

账法更具实用性。至此，在借贷记账方法中的“借”与

“贷”，已完全超出了原有的范畴，成为纯粹的记账符

号。其实，若是转换成其他任意两个字或两个符号也

完全可以，但人们已习惯用“借”与“贷”，这也是国际

惯例。西方人根据自己的书写习惯，把重要的东西

——— 资产的增加放在文字记录的开始端左边，权益放

在右边，形成了资产负债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余

额在左方，负债余额在右方。所以当把表中左边的各

项资产余额记入各账户的左边以后，增加额也就写在

左方，减少额则只能写在右方。对负债也是如此。而

资产负债表先于借贷记账法，在会计上，账依表设，最

终就形成了借方在左边、贷方在右边的格局。综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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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借”与“贷”在早期有意义，表示“人欠”和“欠人”，

现在仍适用于中期往来账中，“借”表示应收款的发

生，“贷”表示应付款的发生。而发展过程拓展的资产

类与负债类账户，则“借”与“贷”分别表示净资产的增

加和减少。这时，对于资产类账户，“借”表示增加，

“贷”表示减少，负债是资产的抵减，所以负债类账户

中，“借”“贷”含义相反。

对所有者权益账户，借贷记账方法作了一个特殊

的处理，就是把其“借”与“贷”符号的经济意义颠倒，

变成“借减”“贷增”，由此“借”与“贷”的作用就变成了

满足记账的需要，使借贷记账法可以进行试算。“借”

与“贷”“舍身取义”，放弃原意，成全了借贷记账法的

试算简明性。所以，现代的“借”与“贷”既有确定意

义，也可认为仅是符号，这要因具体情况而定。要特

别强调的是，会计人员对“借”与“贷”要改变一下认知

方式，不要拿已有的“增、减”和“收、入”套路去套“借”

与“贷”。只有这样，才能很快掌握、利用“借”与“贷”。

# 资产和权益类账户记账方向的反向逻辑

资产是经济单位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

的经济资源，该资源会给企业带来预期经济利益。资

产大部分 $如机器设备、材料 % 都具有一定的实物形

态，也可以是非实物形态 $如应收款项和商标权等 %。
资产具有企业能控制、能长时间给经济单位带来经济

利益、可用货币来计量等三个主要特征。

权益是指对于经济单位全部资产的所有权。它

既包括投资者以投资方式形成的所有者权益，也包括

债仅人以借贷方式形成的债权。

企业的资产来源于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债权人的

资金及其在生产经营中所产生的效益，归属于所有者

的形成所有者权益，归属于债权人的形成债权人权

益。资产与权益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同一个

事物，这两个概念互相对立，互相依存。投资者以资

本去供给企业使用，这些资本形成的资产可以使企业

获得某种经济利益，投资者就对企业拥有产权。若将

资本采取借贷的形式借给企业使用，这些人就对企业

的资产形成了债权权益。一定数量的资产必然有相

应数额的权益，一定数额的权益必然对应着一定数量

的资产，即：

资产 & 权益

或 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负债

这是构成借贷记账法理论基础的平衡公式。式

中的平衡是不会被打破的，因为在经济单位所发生的

经济业务，不管如何复杂，均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类

型：

（(）资产与权益同增；（#）资产与权益同减；（)）资

产内部有增有减；（*）权益内部有增有减。（(）（#）两

种情形总额有变，等式左右相等。（)）（*）两种情形总

额不变，仍保持平衡，即在经济单位发生的情况，都是

在平衡等式下进行的。在这几种类型中，任何时候资

产余额都为正数，列在公式的左边，权益则在右边。

资产负债表就依此设置。这样，在设置账户时，按书

写习惯将资产余额写在左边，而权益类的余额就在右

边。资产增加的经济业务会使资产余额增加，就将增

加的数额写在余额同一方，即左方。而资产减少的经

济业务会使资产余额减少，只能写在右边。同样，权

益账户不管是负债还是所有者权益，因余额在资产负

债表中右边，所以若其增加方在右边，减少方即在左

边。在借贷方法下，账户根据需要应分成左右对立的

两方，而借方专指左方，贷方专指右方。那么，上面所

讲资产类账户，借方表示资产的增加，贷方表示资产

的减少，而负债、所有者权益类账户则增加在贷方，减

少在借方。可见，从资产负债表中的填写习惯，可以

看出资产与权益账户记账方向必然相反。

支持这一结论的依据是平衡公式的数理逻辑。

设资产为 +，负债为 ,，所有者权益为 -，依平衡公式

则有

+ & , ’ - （(）

又因为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在平衡公式中是

时点数即余额，是经过其发生增减变化后的结果数，

又设：

+ & + 增 . + 减

, & , 增 . , 减

- & - 增 . - 减

则 + 增 . + 减 & , 增 . , 减 ’ - 增 . - 减

让等式右边为零，则

+ 增 .（, 增 ’ - 增）. + 减 ’（, 减 ’ - 减）& / （#）

由（#）式可以看到：+ 增与 , 减、- 减为正号，+ 减与 ,
增、- 增为负号，就是说将一个数定为一个符号，另一个

对应的数必须以自身实际数相反的符号表示，才能满

足此要求。即

$ ( % + 增与 + 减方向相反，, 增和 - 增与 , 减和 - 减方

向相反；

$ # % + 增与 , 增和 - 增方向相反，+ 减与 , 减和 - 减方

向相反；

$ ) % + 增与 , 减和 - 减方向相同，+ 减与 , 增和 - 增方

向相同。

在这里，资产增加与资产减少方向相反，负债和

所有者权益的增加与减少方向必须相反。资产增加

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增加相反，资产减少与负债和所

有者权益减少相反。资产的增加方同负债和所有者

杜 李：论借贷记账法的科学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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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的减少方一致，而资产的减少方同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增加方一致。

借贷记账法则是将数据的变化通过表 # $ 所示

的账户结构来反映的。

假定 #：% 增在借方，则 % 减与 & 增和 ’ 增在贷方。由

于 & 增与 ’ 增也有抵减方向，则只能在其反方向，即 &
减与 ’ 减在 % 增的方向，也就是借方。如表 # ( 所示。

假定 )：将 % 增列示在贷方，贷方则会出现 % 减与

& 增、’ 增在借方的情况，由于 & 增与 ’ 增的抵减方向与

之相反，故 & 减、’ 减在贷方（如表 # * 所示）。

这种方法在理论上讲完全可行，但因西方人的书

写习惯与资产负债表列示都自然选择了第一种，所以

现在国际上多数国家选用这种形式，而且已形成了国

际惯例。只有两种假设。这两种假设，不管那一种都体

现了资产账户与负债、所有者权益账户结构是相反

的。这就是“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平衡公式中

所蕴含的数学逻辑。这说明借贷记账法用账户结构

来反映资产和负债、所有者权益数据变化时，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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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账户结构类型表

借 方 贷 方

示例 资产增加

负债、所有权益减少

负债、所有者权益

增加资产减少

* 9

$ (

负债、所有者权益增加

资产减少

资产增加

负债、所有者权益减少

类型

类型

借方 :左方 ; 贷方 :右方 ;

借 方 贷 方

资产、费用增加

负债、所有者权益、

收入减少

负债、所有者权益、

收入增加

资产费用减

借 方 贷 方

示例

同增加或同减少，但因对方以负数表现，就必须使

双方结构完全相反。这是等式（#）下推出的结论，

即讲的是静态，而经济单位资金的常态是运动的。

企业运用资产，通过生产活动要得到收入，并以发

生费用作为代价。企业若取得收入，则会导致资产

增加，或负债减少，或二者兼有。而费用则正好相

反，企业若发生费用，则会导致资产减少，或负债

增加，或二者兼有。收入增加资产，费用减少资

产。在使资产或负债增减的同时，也使所有者权益

随之增加或减少。收入和费用相配比的结果，若为

利润，则所有者权益一定增，反之则所有者权益一

定减。这样，就可得到：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 收入 6 费用

整理得动态方程式：

资产 , 费用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 收入

此式与静态式相比，双方各多一项，可仍按静态

分析步骤进行分析。这样可得出结论：费用同资产账

户的结构一致，收入与负债、所有者权益一致。费用

与收入账户的结构相反（如表 # 9 所示）。

笔者认为：至此，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

入、费用等会计要素进行的分析与概括，揭示了在借

贷记账法下账户借、贷方记录内容的客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