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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是借贷复式簿记理论的重要

分支，受到许多会计主体的重视并被广泛地运用到实务

工作之中。科学、合理地使用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能够

极大地提高会计核算效率、提升会计工作质量和优化本

单位的会计核算组织体制。但是，通过实践调研和相关文

献检索，我们发现，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的应用还有待

进一步的归纳和提升。

一、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的一般应用程序

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简称试算平衡理论，包括发

生额试算平衡原理和余额试算平衡原理两个方面。发生

额试算平衡原理实际上是遵循“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

等”的借贷复式记账规则的必然结果，其基本关系式是：

全部会计科目的借方发生额合计=全部会计科目的贷方

发生额合计。余额试算平衡原理是会计主体以借贷复式

记账规则为基础，对某一时日资产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在数量上的等量关系的反映过程，用关系式可表述为：全

部资产类会计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全部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类会计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

1. 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的应用分类。实务中，企事

业单位一般是通过编制科目汇总表（格式见表 1）和余额

试算平衡表（格式见表2），将该理论应用到本单位的会计

核算工作之中。根据余额试算平衡表的编制流程，试算平

衡理论的应用可分为总账记录法和科目汇总法。

（1）总账记录法是一种直接根据总账账户记录来编

制期末余额试算平衡表的方法。这一做法的前提是：本单

位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健全、有效，即使出现借贷方或余

额的不平衡，或账户记录过程中的“串户”等现象，也会通

过内部相互牵制或与外部单位的账账核对而及时、有效

地发现和纠正，即经典借贷复式簿记理论体系中的总账

无差错和分录结转正确假设。

（2）科目汇总法是企事业单位为了进一步降低会计

核算风险、有效履行会计受托责任而直接利用科目汇总

表数据来编制期末余额试算平衡表的一种相对独立于账

簿体系的余额试算平衡方法。其产生的理论前提是：实务

中风险无处不在，会计记录风险难以避免，而在账簿体系

之外进行余额试算平衡则可以及时、有效地差错防弊，进

一步提高会计工作质量。

2. 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的应用程序。科目汇总法

内含了总账记录法的基本原理，也是实务中广泛采用的

一种试算平衡方法。为了更加有效地指导会计实践，本文

以科目汇总法为主来阐释试算平衡理论的应用程序。其

应用程序如下：

（1）根据本单位业务量的大小和会计档案管理的相

关要求，确定本期第一册会计凭证的起、止编号及其相应

的起、止日期，即定量汇总；或根据企业经济管理的需要，

确定本期第一册会计凭证的起、止日期及其相应的起、止

编号，即定期汇总。

（2）按照本册会计业务的发生情况，设计科目汇总表

工作底稿，同时将该册会计业务逐笔登入工作底稿，计算

每个会计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并进行借贷发生总额的试

算平衡。

（3）以核对无误的科目汇总表工作底稿为基础，将相

关会计科目及其发生额录入正式的科目汇总表；同时，按

照本单位会计档案管理的相关要求，以正式的科目汇总

表（可附科目汇总表工作底稿作为依据）、本册会计凭证

的起、止记账凭证编号为序，整理和装订本册会计凭证。

（4）重复上述第 1至 3步，即确定本期第二至倒数第

二册会计凭证的起、止编号和日期，编制相对应的科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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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包括发生额试算平衡原理和余额试算平衡原理两个方面。在会计核算过程中，

试算平衡理论主要是通过试算平衡表，即科目汇总表和余额试算平衡表的编制来实现的。试算平衡表的编制既可以

有机地嵌入账簿体系，也可以相对独立于账簿体系之外。基于会计受托责任的有效履行，相对独立的试算平衡工作

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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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工作底稿和正式的科目汇总表，同时进行相关凭证、

账册的整理和装订。

（5）编制余额试算平衡表。该表的编制程序既是本期

最后一册会计凭证的科目汇总表编制过程，也是期末账

项调整、账户结转和相关账账、账表的核对过程，具体包

括：①重复上述第 1、2步中的相关程序，编制本期最后一

册账项调整和结转前、已经发生的会计业务的科目汇总

表工作底稿并进行初次的试算平衡工作；②设计期末余

额试算平衡表工作底稿，将上期期末余额试算平衡表或

总账中本期期初的会计科目余额，及本期已编制完成的

科目汇总表（含上述第①步所编制完成的、本期最后一册

科目汇总表工作底稿）中的相关科目借、贷方发生额合计

数分别录入余额试算平衡表工作底稿的相应栏目；③对

余额试算平衡表工作底稿进行余额的初步试算平衡，同

时将表中会计科目的发生额和余额与总账、明细账的相

关项目进行核对，无误后，进行期末有关账项调整和结

转；④根据账项调整和结转结果，继续登记、计算本期最

后一册科目汇总表工作底稿和编制正式的科目汇总表；

⑤以最后一册科目汇总表中的期末账项调整和结转数据

为基础，对期末余额试算平衡表工作底稿中原相关数据

进行调整，并进行最后的计算、加总和试算平衡工作；⑥对

明细账、总账和期末余额试算平衡表工作底稿中相对应

的本期发生额、期末余额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编制本

期末正式的科目余额试算平衡表。

二、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在会计核算程序中的应用

会计核算程序，也称会计核算形式或账务处理过程，

是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报表之间相结合的方式，

包括会计凭证和账簿的设置、会计凭证与账簿之间的联

系方式，以及由原始凭证整理到记账凭证编制、明细类账

和总类账登记、财务报表编制的工作程序和方法等。在我

国会计实务中，常见的会计核算程序主要有记账凭证核

算程序、科目汇总表核算程序和汇总记账凭证核算程序

等。各种会计核算程序，除总分类账的登记依据和方法不

同外，都是在经济业务发生或完成以后，首先根据原始凭

证填制记账凭证，然后再根据记账凭证登记各种日记账

和明细分类账，最后是编制财务报表。

1. 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在记账凭证核算程序中的

应用。记账凭证核算程序是根据各种记账凭证逐笔登记

总分类账，并定期编制财务报表的一种会计账务处理过

程。该程序下对科目余额试算平衡理论的应用见图1。

图 1中的上半部分（即虚线框中的内容）是记账凭证

核算程序的一般业务流程，虚线框的下部分是会计科目

试算平衡理论的具体应用。其核心内容是在不改变记账

凭证核算流程的情况下，首先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定期

（或根据会计档案管理的要求定量）编制科目汇总表，然

后依据上期余额试算平衡表（或总账记录）、已编制完成

的科目汇总表编制本期的余额试算平衡表。

在记账凭证核算程序中应用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

的缺点显然是加大了会计核算工作量。其优点有：①有利

于进一步优化会计核算组织程序；②可以根据余额试算

平衡表直接编制财务报表，减少了报表编制过程中的凭

证和账簿使用频率；③强化了编报过程中的账账核对和

账表核对，降低了记账和登录过程中的漏记和错记风险，

从而能够进一步提高了会计核算工作质量。

2. 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在科目汇总表核算程序中

的应用。科目汇总表核算程序是根据记账凭证定期或定

量编制科目汇总表，并据以登记总分类账的一种会计账

务处理程序。该程序下对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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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科目汇总表
年 月 日至 日 凭证号：号至 号 汇 （共 册）

表 2 余额试算平衡表
年 月

图 1 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在记账凭证核算程序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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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图2。

图 2中的上半部分是科目汇总表核算程序的一般业

务流程，下半部分是科目余额试算平衡理论的具体应用。

其要点与记账凭证核算程序下，试算平衡理论的应用过

程基本相同，即首先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定期，或根据会

计档案管理的要求定量编制科目汇总表，然后依据上期

余额试算平衡表（或总账记录）、已编制完成的科目汇总

表编制本期的余额试算平衡表。

在科目汇总表核算程序中应用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

论的优点除可以进一步减少报表编制过程中相关账簿的

使用频率外，其他与记账凭证核算程序下该理论的应用

相同。其缺点是在有能力保证明细账和总账无误的情况

下，加大了会计工作量。

3. 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在汇总记账凭证核算程序

中的应用。汇总记账凭证核算程序是一种根据记账凭证

定期或定量编制汇总记账凭证，并据以登记总分类账的

一种会计账务处理程序。该程序下对科目余额试算平衡

理论的应用见图3。

图 3中的上半部分是汇总记账凭证核算程序的一般

业务流程，下半部分是科目余额试算平衡理论的具体应

用。其工作要点与科目余额核算程序下，余额试算平衡理

论的应用过程基本相同，即首先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定

期（或根据会计档案管理的要求定量）编制各种汇总记账

凭证，然后依据上期余额试算平衡表（或总账记录）、已编

制完成的汇总记账凭证来编制本期的余额试算平衡表。

在汇总记账凭证核算程序中，应用会计科目试算平

衡理论的优缺点与科目汇总表核算组织形式下的应用基

本相同。显然，在汇总记账凭证核算组织形式下汇总记账

凭证的编制代替了科目汇总表的相应功能。

三、结语

会计科目试算平衡理论是借贷复式簿记平衡理论的

重要内容，该理论的具体应用主要是通过科目汇总表和

余额试算平衡表的编制来实现的。科目汇总表的自动平

衡是借贷复式记账规则的必然结果；余额试算平衡表体

现了会计主体某一时日资产与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在数量

上的等量关系。

无论是科目汇总表还是余额试算平衡表，都是独立

于法定会计凭证和账簿体系之外的内部管理报表。基于

会计记录无误假设，传统的经典复试簿记理论将科目试

算平衡理论有机地融入了账簿体系，同时也使得科目汇

总表的编制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地位。现代会计的一个

重要目标是有效地履行会计受托责任。采用科目汇总法

来应用试算平衡理论，一方面，通过科目汇总表的编制可

以减少会计凭证和账簿使用频率、提高工作效率并进一

步降低错报、漏报风险。另一方面，一个企业最终编制账

户余额试算表更多地是为了结清账户、检查错误，而不是

向外报告，也可作为编制财务报表的直接依据。

理论上，科目汇总表可以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定期

编制，也可以按照会计档案管理的要求进行定量编制；余

额试算平衡理论的应用既可以采用总账记录法，还可以

使用科目汇总法。基于进一步明确岗位责任和强化内部

牵制、提供真实可靠会计信息以及履行会计受托责任的

考量，实务中，定量编制是科目汇总表的主要编制方法，

余额试算平衡表中的相关数据通常也是直接来源于本期

编制完成的科目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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