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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旅京冀州商帮之账簿研究
——基于北京档案馆藏五金商铺账簿

卢忠民 1，2（博士） 孙 林 3（高级教师）

（1.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河北秦皇岛 066004 2.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048
3.河北省东光县第一中学 河北东光 061600）

【摘要】民间商业账簿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数据资源，其史料价值巨大。然而，学界对账簿的研究成果并不

多见。本文主要以北京档案馆所藏五金商铺账簿为依据，对民国旅京冀州商帮之五金商铺的账簿分类、内容、记账

方法、账务处理方法、账簿制度的作用等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这不仅可深化对民国时期民间商业账簿的认识，而

且可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某些基础性研究资料，亦可为账簿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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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代旅京冀州商人颇多，遂形成冀州商帮，主要从事

五金业、铜铁锡品业、书业、古玩业、老羊皮货业、细皮毛

业、新旧木器业、布业等行业。现存于北京档案馆的商铺

账簿，以冀州商帮所营之五金商铺为最多，主要有万和

成、万庆成、万庆和、万庆泰、万丰泰、三益泰、万丰顺、万

丰德、万丰永、天津益和公司、益泰号、广聚兴、协升号等

约 1 480册，成账时间是 1859 ~ 1956年，这当中又以民国

时期万和成及其联号的账簿类别最全，共 1 200多册。这

些账本成为我们研究北京五金商铺的主要数据资料。

对于民间商业账本的记账方式、方法与账本分类、账

本的主要特性、用途及其历史演变过程，学术界还很少有

人进行深入研究。为此，本文主要以北京档案馆所藏五金

商铺账簿为依据，对民国旅京冀州商帮账簿进行系统研

究。这里“冀州商帮”之来源并非只指冀州市，还包括清代

冀州所辖的衡水、武邑、枣强、南宫、新河等县。

二、账簿分类及其内容

1935年民国《会计法》将会计簿籍分为账簿与备查簿

两种：“账簿，谓簿记之纪录，为供给编定会计报告事实所

必需者。备查簿，谓簿籍之纪录不为编造会计报告事实所

必需，而仅为便利会计事项之查考，或会计事务之处理

者，如票据期日簿、印鉴簿、住址簿等。”而据 1930年言雍

梁先生调查，中式传统账簿分主要簿与补助簿（二者最后

结合而编造红账），主要簿分为流水簿、总清簿两种。补助

簿是一种流水簿，“但其账务，不直接过于总清簿，均由银

钱流水簿转过于总清簿，乃关于某种事项之特种账簿。”

郭道扬先生认为，中式传统账簿分草流、细流、总清三种

账簿；流水账又分出货清、银清、往来三种账簿。

根据上述三种分法及北京五金商铺的具体情况，我

们将北京五金商铺账簿分为流水账、謄清账、备查账、损

益账四大类。此外，设有分号的商铺除有总号账外，一般

还特设分号账，当然，分号也各有各的账簿。

1. 流水账。流水是指“以日为次，记载银钱收付之事

项，及现存之数目。”细言之，流水账“均循日月之次序，按

账之先后登记顺序之记录，且为记账之最初记录，其记载

必须详明。”即流水账是记录全店银钱出入、货物进销金

额，按照经济业务的发生顺序依次登记的原始账。流水账

下可细分为若干种，如万丰泰五金行有津来货流水、浮记

存洋流水、银洋流水、浮记流水、国币流水账等。

2. 謄清账。謄清账，又称总清账，是具有分类账性质

的账簿，是指“由流水账疋记之也。其簿记之法，须具一定

之格式，以便清算。故分入出为两层，其首端书明往来牌

号，以备查账。而为之簿记者，专属司账之人，他人不得謄

写，以专责成，而重账务，此其大概也。”也就是说，謄清账

是由专人以日流水账为基础，分门别类地整理成为分清

账，如浮记账、支使账、日用杂项费用开支等各项总清。其

中，浮记账是指不记入流水的临时暂记购销货款的账目，

是为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而设。支使账是记录商铺内

各职工用款数额、时间及用途的账簿。因一些商铺员工平

时无工资，只有年终分红，所以平时只靠支钱维持急需。

日用杂项账是记录每日开支杂费、伙食、应酬开支、住家

川费等的账簿。謄清账由于关涉商铺年终红账编制与盈

余分配，所以其较比其他账簿地位重要。

3. 备查账。备查账是指对与商铺业务相关的各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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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活动进行留底，以备日后查验的买（租）房留底、通信留

底等账簿。如，“租房底账”、“联号通信底账”等。

4. 损益账。损益账是记录商铺的各项经营收入、费用

支出、经营盈亏的账簿，它是进行红利分配的重要依据。

损益账记载着商铺经营活动的损益盈亏，决定着商铺内

部分配的多少、对未来购销政策的调整及人事变动等重

要事项。损益账主要有以下三种：①月总是商铺损益账簿

的基础，记载一个月的收支及上月盈余，可以此计算本月

盈亏数，如万庆成《月清账》（档号 J85-1-12）。②年总，即

红账，又称红单、鸿账，是年终在掌柜的直接指挥下，由账

房主管以各总清账册为依据进行归纳汇总，是商铺进行

红利分配的依据，如万和成五金行 1929年《盘货聚金账》

（档号 J86-1-19）。③万金账是用于记载各账期分配盈利

及其他重大事项的专门账簿，记载各个账期的存货、存现

钱、外欠、欠外及各股东股份、对红利的分割情况，保留着

历年红利分配的原始资料。另外，万金账还有合伙合约的制

订与更新，人力股的分配、增减和退出等情况的记载。此

外，还有一种分号账，指专门记载分支商铺的盈亏、分红、股

权变动情况的账目。如万和成五金行的《收众号余利账》

（档号 J86-1-10）、《三号来往底账》（档号 J86-1-21）等。

总之，现存档案所载的一些五金商铺的总流水账下

有各分流水账，总清账下又有各分清账，总号与分号又各

有上下级账簿，这样，流水与总清、总号与分号的各账簿

间就构筑起了上下纵横较为紧密的账簿网络。不过，上述

账簿是按照业务类别及上收下付的账簿来设置的，只能

反映经营业务所引起变动的一方，不利于了解每笔业务

的来龙去脉，不能对一定时期商铺的全部业务进行分类

综合的反映，这是我国传统的中式会计欠科学之处。1939
年之后，五金商铺对此进行了一定改进。

三、记账方法

1. 记账数码。北京五金商铺对账目书写的要求比较

严格和规范，注重数码记录的准确性、正确性，并使其具

有防伪的效果。一般是承袭前人使用会计体专用数码，如

壹、贰、叁等。数字的这种繁化写法,早在唐代就已被全面

使用,后来逐步规范化，形成一套会计专用数码。一般而

言，较为重要的账簿多是用会计专用数码书写，如万金

账、总清账、流水账等。另外，还有一套快捷的草码，在商

铺账本中也广泛使用，也有学者称之为“暗码数字，取其

便也”（详见表 1）。一些账簿则是会计专用数码与草码混

合使用，或独用草码书写。

表1中，汉字数码（一、二、三……）, 由于笔画简单,易
被伪篡涂改，所以多数五金商铺的账本上的数字都采用

会计体数码。一些商铺账本还多使用草码记账与省略字

记账，如“438”可写作“ㄨ〣〨”，又“毫、角、圆”可分别写

作“毛、△、○”等，这样书写简便快捷，由于比较紧凑，也

不宜涂改；并且这种写法属于商业记账专用，业外人员不

易识别，一定程度上利于保守商业数据的秘密。

2. 记账符号与戳记使用。北京五金商铺的记账方法

多沿用中国传统民间会计的记账法，一般以现金为记账

主体，以“入（或：存、收）”、“出（或：欠、付）”为记账模式，

应用上“入”下“出”的垂直型账户格式。按日来计，上栏记

“入”，下栏记“出”。这样，在账本中规范使用入、出记账符

号，天天如此，既方便查账，又能随时知悉每日的盈亏情

况，这对账目进行分类与汇总核算具有集合作用，有利于

商铺管理人员对商铺经营业务情况的了解与预测。

不同内容的账本，五金商人在记账时所使用的标志

性戳记也各异。例如，凡由原始簿转记于謄清簿之账项，

其已经转记者，则盖“过”字之戳（过）；经查对无误，则盖

“覆”字（覆），或“对”字（对）之戳。这被郭道扬先生称为“转

记戳记”与“复核、查对戳记”。“转记戳记”表示过账结束；

“覆”字戳记，表示账目复核无误，以此明示账目的正确性

和复核工作的完成；“对”字戳记，则表示查对账目无误，

以此明示账目查对工作完成。关于“对”账，政府有明文规

定，如每月必须将各账对照一次，不准积压至一月以上。

不拘何项草记，转记于謄清账后，必对照一次。若符合，则

于款项名目上，印一“对”字。此外，还有“略记事项戳记”，

如上下两栏收付之数相等，则盖“销”字（销）或“对销”字

戳。“略记事项戳记”还包括“往来账项结算戳记”。

总之，多种记账符号的灵活运用，既提高了会计人员

的工作效率，又保守了商铺的商业秘密。各种戳记的大量

使用，可使各个环节的相关经手人与会计人员皆能养成

对工作的高度忠诚与责任意识，从而保证账簿的正确性

与连续性，利于商铺业务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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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账本的数码书写比较表

注：表中数码书写方法在五金行账本中皆被使用，有

时是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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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账务处理

北京五金行商铺的账务处理程序大致是：以流水账

为基础，将每天由商铺进出的现金、商品及赊销欠款、对

外借款等经营业务，皆按次序记入流水账中；接着又将流

水账里各种原始数据逐笔往分类账内摘抄；结算一般是

一年分端午、中秋、年终三节进行，年终还要进行总结账，

计算盈亏；最后是将上述结果写在红纸上，即写“红账”。

以万和成五金行为例，1929年 10月 29日 ~ 1930年 7
月 31日的《出入流水钱账》（档号 J86-1-17）记载每日的

收支流水，每天晚上结算当天存多少钱，这是最原始、最

详细的账目；然后将流水账的各账目登入各分类账，合成

如卷23《杂项分类底账》（档号 J86-1-23）、卷26《南城东路

外欠账》（档号 J86-1-26）等分类总账；每到年终或春节时

作总，再计算当年盈亏，写出红账，如卷 19《盘货聚金账》

（档号 J86-1-19）。写红账一般于每年的阴历正月初四至

初十之间进行，三年账期时算总账计算盈亏，并据此进行

红利分配，最后将结果抄入卷 6《万年聚金账》（档号 J86-
1-6），1929年部分，即由红账抄存。

红账，相当于簿记报告，是对某一时期会计核算的总

结，在账务处理环节非常重要。“吾国鸿账，分两部分，首

为存欠，即相当于贷借对照表。唯有一点与贷借对照表不

同，即以成本列入欠数之中，则所求出者为纯利，而非现

有资本，盖贷借对照表以求营业之现况为唯一之目的，鸿

账则以求纯利之数目为主要目的。”五金商铺以账簿资料

为据而编制的红账与此同，其主体内容如表2所示。

此红单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商铺的财产，包括存货、

现金、伙友提支款和应收账款（外欠款项）。二是商铺的负

债，包括股东股本、财神股存款、分号联号伙友等存款。三

是盈利、分配及人力股的增减等。右表万庆和五金商铺的

盈亏计算方法是资产减去负债，其计算公式如下：

本期盈利（亏损）=资产合计数（即存货总值+外欠总

值+伙友支使总值）-负债总数（即原投资本+财神股存

款+联号或外人在本号存款）

上述计算盈亏方法，又称之为“三脚账”，对于收入与

费用，升溢与损失、损耗等盈亏计算要素，未加区分，而笼

统地采用资产减去负债的办法求计盈亏。只要对外转拨

账项不发生问题，其他方面可以不必计较。这是“三脚账”

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思想。这种计算盈亏的账是中国单式

账法向复式账法发展的一种处于过渡形态的账法。

从现存北京部分商铺账本看，大多属于“三脚账”法，

但北京五金商铺在天津所开分号多采用“旧管、新收、开

除、实在”的四柱账法，如万丰泰在天津的分号天津万丰

泰五金店在 1917年就采用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

结账法，而总号北京万丰泰直到1939年才采用此结账法。

“三脚账”法因无“开除”一项，所以无法看出盈亏情况的

来龙去脉，不如“四柱账”好。不过到 1939年以后，大部分

北京五金商铺为顺应潮流，革新账簿，一般采用“旧管、新

收、开除、实在”的记账方法，所以就有了如同计算经营盈

亏的损益表和反映资产负债状况的资产负债表。如万庆

成五金行《“民国”二十九年负债资产纯益分配单》，即较

全面地反映了该商铺的损益、资产负债情况。

共存货合银3 122.4，7扣

万庆泰

万庆泰

万和成

银号

以上4款合银15 005.75，7扣

尹福辰

现存张玉梅

现存郑全

现存王新余

以上4款共合银

万和成

万庆成

财神股

万庆成

万庆泰

以上五宗共合银

三年天赐福利银

入万庆泰

入绳俊吉身力股银

按8股1厘分金

万和成

万庆成

绳俊吉、尹福辰身股

张玉梅身股6厘

郑全身股6厘

王新余身股4厘

共应分银9 720，余银80，又78.66馈送伙友

外浮存

置房三所

又续身股

张玉梅

郑全

王新余

合银2185.68（存货总值）

欠原本银3 000

欠余利银8 250

欠川换银1 905.75

欠现银1 850

合银10 504.02（外欠总值）

欠提支银1 880.47

欠提支银1 026.05

欠提支银994.69

欠提支银634.01

4 535.22（伙友支使总值）

存原本银2 100

存原本银2 100

存银2 000

存川换银317.01

存川换银6 829.25

13 346.26（负债总额）

3 800（本号盈余）

余利银5 333.3
（见《万庆泰聚金红账》J200-1-3）

666.67（见《万庆泰聚金红账》J200-1-3）

每股分银1 200

东股2个应分银2 400

东股2个，余利银2 400

各1个，应分银2 400

应分银720

应分银720

应分银480

合银7 700

续1厘，前后共7厘

续1厘，前后共7厘

续1厘，前后共5厘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藏《万庆和底账》档号 J85-
1-13，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注：原数据是竖行直写，现改为横写；原数据皆为会
计体数码，为便于察看，现皆改为阿拉伯数字；括号中内
容系笔者添加。单位：两

表 2 1932年正月万庆和五金行账期算账明细（由红单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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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账簿制度的作用

1. 通过各类账簿的设置与记录，对商铺合理地使用

资金、指导与改善商铺经营管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

如对商铺存货、红利分配与历年盈亏等内容的记录，能比

较全面、连续地反映一个商铺的业务经营情况；通过设置

备查账簿，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某些在流水账、謄清账中

被遗漏的经营项目等，这对处于中外竞争激烈、经营环境

恶劣的大背景下的五金商铺而言，作用重大。

2. 账簿制度利于保守商铺商业秘密，加强店员的岗

位责任感，培养店员对商铺的忠诚度。例如账簿制度中规

定重要账簿要用会计体专用数码书写，以免被轻易涂改

而有损商铺利益；草码的使用又可保守商业秘密，加强商

铺经营安全。“对账”中各种戳记的使用有利于加强司账

人员对工作的高度忠诚度与责任意识，从而保证了账簿

的正确性与连续性，利于商铺业务的顺利进行。

3. 有些账簿对店内全体人员具有某种约束与激励作

用。如《万金账》不仅详载商铺成立契约及历次重组后合

约的变动情况，而且对包括铺东在内的与本商铺有关系

的全体人员的日常重大是非曲直也给予记载，并长期保

留，其功能犹如历史档案，在一定程度上对与店全体人员

具有约束或激励作用。合约是由铺东和经理或掌柜所立

的关于商铺成立或经营中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协议，

除列有立约铺东、经理或掌柜姓名、成立的商铺名称、地

址、经营业务、立约时间等必备要素外，主要申明商铺银

股每股投资额，每个铺东银股数，经理或掌柜的人力股

数，分红原则、铺东退股、财神股份等与资本有关的内容。

另外，合伙契约中对经理或掌柜的要求及东掌、伙友共同

遵守的纪律等也被硬性地载入万金账内，违反者按规处

罚，甚至被开除出店。当然，对商铺有功者，其功绩亦被载

入其中，并且是永久性保留。

上述万金账的约束作用不只针对店员，对股东也起

作用。如广聚兴五金行万金账曾在 1932年账期有如下记

载：“因家具股前存洋 1680.33元，算账时未除，因东（铺

东）改账甚乱，故移至下面算账再除去。”［北京市档案馆：

《广聚兴五金行》档号 J087-001-00003，《万金宝账》，“中

华民国”十三年。］这说明，广聚兴铺东干涉店内账务，司

账人员对其作法无可奈何，将这种事实记入万金账内，这

对铺东以后的行为应该有所警示。当然，铺东自此也有所

收敛，因在以后的账内未再发现此等记载。

总之，万金账所具有的约束与激励作用是并存的，是

商铺实现管理的一种有效途径。当然，由于五金商铺1937
年以前一般是三年一账期，所以万金账对重要事项的记

载也是三年一记；1937年之后一般变为一年一账期，即万

金账是一年一记，这意味着记载间隔缩短，即万金账对员

工的约束与激励作用更为及时与频繁。

4. 账簿有时成为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的主要依据，具

有保护私有产权的作用。这里举一有关合伙账目的纠纷

案，以说明账簿在维护股东权益方面的作用。原告王王

氏，被告信昌五金行，事由是信昌五金行账目不清，欺骗

股东，时间1942年3月。原告先祖父王某于1934年加入信

昌五金行成为股东之一，出资千元与人合股，所有该行股

款共计八千元，规定各合伙人每届账期按股款多少分配

红利，并委托经理专门经营业务。然而，该号经理殷子宣

“诈欺成性，屡次声明该号赔累，已将多数股东恐吓退出

东股，已有焦姓股东抽出股款二千元，王姓股东抽出股款

二千元，”信昌五金行所余股款仅剩原告与被告。原告屡

次要求清算账目，该号经理殷子宣不允。于是，原告再次

要求清算账目，殷子宣“再搪塞延宕，声称五金行赔累，且

借口还不到账期不能清算”等情由。原告认为信昌五金行

“财产积货盈余不下数百万之巨，何有赔累之可言，显有

倾东侵占情形”。为此，原告具状申请法院“传被告信昌五

金行经理人殷子宣到案，将成立信昌五金行时起（民国23
年）至现下止之各种账簿提出交院清算，如有赔累甘愿变

产赔款，如有盈余应按股均分。”

这应该是原告的合理要求，因为原告作为信昌五金

行的股东之一，有权在账期按所持股份分得红利。然而，

经理殷子宣“搪塞延宕”不分红利，致使原告王王氏的合

法权益受到侵害。幸好有账簿可资查考，信昌五金行的盈

亏情形只要细查各种账簿就会一目了然，各账簿之间有

一定逻辑关系，如流水账、謄清账、备查账与万金账等各

账簿间的数据是节节相扣、一脉相承的，想要涂改做手脚

也不是一时半时就能完成的。并且一些重要账簿要求使

用会计专用数码，所以也不易涂改，除非另假造新账簿，

然自 1934年至 1942年 3月间的账簿那么多，怎么可能在

很短的时间内造出全新的假账簿？这充分表明，账簿在维

护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如何大。

5. 账簿作为商铺正当经营的有力证据，还具有保护

商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作用。这里以一则赊欠款拖欠

不还纠纷案进行说明。原告义生五金行，被告聚源成等，

事由货款赊欠不还，时间1942年6月。原来义生五金行前

聘任周群旺为经理，嗣以意见不合将周群旺解聘，在与周

办理解聘手续时，“恐伊在外赊欠货款价目及家数不符，

曾派伙友随同周前往各家核对，结果计欠货款者有十余

处，货款数额，并无不符。”其中一些欠款商家于周走后，

均将义生五金行的货款偿还，但以下数家延不清偿，计：

聚源成欠洋 130元，恒兴公司欠洋 1 645.15元，大华玻璃

庄欠洋250元，利华斋欠洋250元，源盛长欠洋183.3元，子

健医院欠洋92元，第二病院欠洋234元。因有核对之账单

及账簿为凭据，以上各家亦均承认欠义生五金行货款，但

欠拖不偿还，屡次催讨，支吾不付，为此具状请求：“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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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归还，免生讼端。”

这表明义生五金行在外欠款要求归还这一权益的基

本依据是账单与账簿，因为当时北京商业习惯一般是往

来账款要以账簿为凭，法庭的判决也以账簿为据，所以账

簿作为商铺的有效证据，在维护商铺合法权益方面应该

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遇有货款纠纷时尤其如此。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五金商铺经营管理与会计人员

多偏重经验，且考虑到新账簿之繁难，难以学习掌握，所

以成法相沿，改革步伐迟缓，对新账簿不学或不乐于采

用，并且账簿设置也不是很全，这皆不利于商铺提高经营

管理水平。不过，这些状况到1938年以后待多数商铺采用

“四脚账”之后逐渐得到改善。

六、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商业账簿不仅对当时商铺管理与运

营的作用巨大，而且也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史研究的

重要数据资源。本文对民国旅京冀州商帮之五金商铺的

账簿分类、内容、记账方法、账务处理方法、账簿制度的作

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这不仅可深化对民国

时期民间商业账簿的认识，而且可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提

供某些基础性研究资料，亦可为当今企业管理与账簿制

度的完善提供一些借鉴。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项目编号：N110423009）和 2014年东北大学秦皇岛

分校校内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XNR201403）的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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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防范会计舞弊的实证检验

孙燕东（教授）

（广东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广州 510320）

【摘要】本文基于会计舞弊三角理论剖析内部控制与会计舞弊三动因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综合评价指标，运用配对检验和逻辑回归分析方法实证分析内部控制对抑制会计舞弊风险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有

效的内部控制能发挥防范会计舞弊的作用，其中内部控制五要素中控制环境、信息沟通和内部监督的效果更突出。

【关键词】内部控制 会计舞弊 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指标

一、引言

中国于 2006年先后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内部控制指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内部控制指引》；

2008年正式出台《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上市公司对

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出具自评报告，并聘请具

有相关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审计；

2010年五部委陆续出台三项《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至此，

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基本建成。

内部控制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保证企业财务报告的高

质量，有效防范会计舞弊风险。那么内部控制是如何发挥

防范会计舞弊风险作用的？本文在借鉴前期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选取我国 2009 ~ 2011年发生会计舞弊的上市公

司和配对的非会计舞弊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内部控制

防范会计舞弊风险的功能。

二、理论依据和研究假设

会计舞弊动因理论已较为成熟和丰富，它最早是由

美国内部审计之父L.B.Sawyer提出来的，他认为舞弊的产

生必须有三个条件，即异常需要、机会和合乎情理。此后，

Steve Albrecht博士将其发展为“舞弊三角理论”，认为舞

弊行为由三个条件共同构成，即机会、压力和借口。而内

部控制之所以能抑制会计舞弊的发生是因为内部控制与

会计舞弊三动因存在密切联系。

1. 内部控制对机会动因的影响。机会是指企业由于

信息不对称或监控无效而给舞弊提供平台且保证舞弊行

为在合理的将来不会被揭发。机会是会计舞弊发生的一

个决定性因素，是会计舞弊从想法转变为实际的通道。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