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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作为一门通用的商业语言，借贷记账法就

是其语法规则，对规范会计信息、提升会计水平、推

动会计国际化进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

借贷记账法源于西方，过于晦涩，难以学习、理解，加

之对其内涵还处于探索之中，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

借贷记账法的争论从未间断过。随着市场竞争的加

剧，企业需要提升管理水平，基于战略发展的需要整

合资源，会计记账方法也需要进行合理的改进，以适

应业财一体的财务管控，实现企业各部门目标与标

准的一致、信息的同步及企业价值的增值。

一、借贷记账法的研究现状

为了更好地理解借贷记账法的前世今生，了解

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笔者查阅了关于借贷

记账法的相关文献，现择其部分按其讨论主题进行

介绍。

1. 关于是否应该使用借贷记账法的争议。成圣

树、郭亚雄[1]对此进行了梳理。1905年，蔡锡勇（后

由其子蔡璋赴校订）在《连环帐谱》中首次将借贷记

账法原理引入我国。1907 年，谢霖、孟森出版《银行

簿记学》，正式引入“借贷 ”记账符号。借贷记账法正

式进入国内后，争论也就开始了。20世纪30年代，潘

序伦等认为应该全面采用西式簿记取代落后的中式

簿记，徐永祚等认为可以在借鉴西式簿记的同时保

留中式簿记的符号，从而进行一定的改良，后因抗日

战争爆发，争议自然终止。当时实务界并行使用的记

账方法有多种，但商科学校通常讲授借贷记账法。

1949年以后，关于复式记账法和中式收付记账法的

争议一直在延续，且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实务

界则产生了“增减”“收付”等多种记账方法。1978
年，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还了借贷记账法一个

公道，他认为借贷记账法没有阶级性，是一套科学的

记账方法。

我国企业于1993年、事业单位于1997年正式开

始采用借贷记账法。自借贷记账法从1907年正式进

入我国，到1997年企业、事业单位全面使用，经历了

整整 90年，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与探讨，实务

界也进行了多种记账方法的尝试，作为已经诞生

500多年的一种记账方法，借贷记账法经历了时间

的洗礼与实践的检验，足以说明虽然其也许还存在

一些不足，但总体上是科学的、先进的，有得以广泛

推行的必然性。

2. 关于“借”和“贷”内涵的深层解读。一些研究

者认为，“借”“贷”符号论是一种误读，韦沛文[2]基于

资金流向的关系对此进行了解释，“借”和“贷”分别

代表资金的流入与流出，其研究拓展了借贷记账法

的内涵。作为舶来品，对其进行深入探究并赋予“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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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具体的含义，对于更好地理解、运用记账方法有

一定的帮助，但终归难免让人感觉有过度解读之嫌，

很难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一致认可。

3. 关于借贷记账法的局限与改进。张革、周凤

丹[3]认为，借贷记账法存在结构简单、表述业务不直

观、表述方式难以反映实际业务等问题，尝试以

“+、-”符号直观地表达经济业务。上述研究简化了

业务表达方式，更加容易理解，会计业务处理人员可

以快速上手，无需耗费大量的时间专门学习，也利于

相关人员理解会计表达方式。但是，该类方法彻底抛

弃了借贷记账法，改变了现代会计的基础，还没有经

历过全面系统的实践，作为一种记账方法还不太成

熟，也难以在企事业单位中大面积推行。

4. 关于借贷记账法应用细节的探讨。张马沙[4]

通过探讨具体业务，对“有借必有贷”“先借后贷”

“左借右贷”等规则与约定俗成的做法进行了辨析；

孙继义[5]则从方便会计人员业务处理的角度认为不

必完全遵循基本的记账规则，再者因部分涉税科目

采用红字，也破坏了基本的记账规则。类似的研究分

析了借贷记账法的某些不足，认为需要进一步寻求

解决对策。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发现，虽然借贷记账法中

“借”“贷”两字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有点晦涩，借贷记

账法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但作为规范会计的语法规

则，其仍不失为一种好的记账方法。抛弃不是最明智

的选择，进行必要的改良才可以让其更好地服务于

会计核算及管理工作。

二、业财融合时代记账方法的新要求

会计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会计

成为一种独立的工作提高了会计核算水平和会计人

员的地位，提升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在传统的分工

模式下，先业后财，事后核算，业务的执行者、会计信

息的制造者与用户（决策者）彼此分离，这更多的是

体现客观性的要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企业整

体协同能力的提升，基础财务工作向前发展，核算信

息变得更加及时、准确，业财同步并相互融合，财务

核算更加规范化、智能化，对会计记账方法提出了一

些新要求。

1. 记账方法要利于反映业务活动。经济业务活

动本身才是会计的源点，处理方法只是一种工具，记

账方法只有易于反映经济业务的流转关系，才更利

于经济业务的记载，从而体现记账方法的应用价值。

作为一种语法规则，借贷记账法显得过于神秘；记账

方法应该更多地回归经济活动本身，才能更好地服

务于经济活动。

2. 记账方法要利于会计职能的转变。业财融合

时代财务工作的重心演变为如何为企业提供更多有

价值的信息，财务要服务于企业决策需要，通过信息

共享为各层次的管理者、各级业务部门科学决策提

供支持，会计信息的相关性成为企业管理人员关注

的重点，管理者需要更适时、更明晰、更个性化的财

务信息。业财融合后财务人员的职能由被动核算并

提供决策参考信息，变为主动提供更精准化、适时化

的信息。作为会计核算的基础方法之一，会计记账方

法应促进这一职能的转变，以及信息的转换与价值

增值。

3. 记账方法要利于业务人员的理解。业财融合

后核算环节被前置，使得业务人员也参与了部分财

务核算工作，是核算信息的直接使用者之一。掌握一

定的财务知识可以帮助业务人员理解业务对财务的

影响，更好地与财务人员进行沟通，有针对性地提出

个性化需求的财务信息，更加有效地利用财务信息

科学地进行经营决策。因此，记账方法不是财务人员

的专利，其也是业务人员更好理解、利用财务信息的

基础。

三、业财融合时代的记账思路

现有借贷记账规则过于复杂，经济业务有来就

有去，会计反映有借就有贷，有些项目增加记借方、

有些项目增加记贷方，而哪些项目增加记借方、哪些

项目增加记贷方，则要通过会计科目所属要素的类

别来确定。一笔来龙去脉完整的业务包含完整的资

金流转信息，在进行会计信息处理时却要被人为分

割开来，首先确定涉及哪些会计科目，然后判断单个

科目的要素类别，再根据各类要素的性质确定其方

向。会计初学者常常错把借方当贷方，会计门外汉则

什么也看不懂，也不清楚发生的业务会对财务产生

哪些具体的影响，本来脉络清晰的业务经过借贷记

账法的处理，变得像带密码锁的保险箱，难以掌握其

中的奥妙。可见，现行借贷记账方法无法满足业财融

合的需要，需要在思路与规则方面进行创新。

财务需要更紧密地实现与业务的融合，记账的

基本思路是要“回归业务”，根据业务的来龙去脉直

接加工成可理解的会计信息。图 1描述了制造业主

要的经济活动与资金流转。与此同时，也可以换一种

表达方式来说明不同业务阶段经济业务的来龙去

脉，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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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环节中资金的来龙

去脉都非常清晰，而会计记账正是为了反映这一关

系，只要清楚业务的来龙去脉，就应该可以方便地转

变成会计信息。按照通用的会计分录关系，采用文字

表达时至少分两行，且分左右缩进，这里我们做一个

假设，会计分录书写时将资金来源写在下面、右边

（简化为“来”），将资金去向写在上面、左边（简化为

“去”）；当然，也可以做相反的假设，但考虑与现行借

贷记账法的统一，在会计信息表达时遵循“从右至

左”的假设，则表1可拓展为表2。

以筹集资金中的所有者权益资金为例，假设企

业收到股东A投入资金220000元，经双方协商确认

股本200000元，另20000元作为资本公积处理。会计

人员从企业的角度分析，在这笔业务中，企业收到资

金 220000元（去向），来源于股东投入（来源），其业

务处理如表3所示。

通过表 3的处理可以发现，如果将“来”和“去”

换为“贷”和“借”，其处理结果是完全一致的，但处理

过程没有去探究“贷”和“借”的本意或是否有其深层

的含义，也不需要先确定会计科目的类别，再确定其

增加或减少记哪一方，只要知道业务本身的来龙去

脉及“从右到左”的假设即可，任何有一定业务常识

的人员都可以快速理解并掌握。

四、业财融合时代借贷记账法的创新

借贷记账法要求用简洁的规则完成记录业务，

同时通过规范的会计信息，顺利地还原业务信息，其

初衷并没有问题，原理也很科学。既然如此，遵循“回

归业务”的思路，每一笔业务都有来龙去脉，只需将

记账规则稍稍扩展，就可以很方便地解决借贷记账

法晦涩难懂的弊端。

1. 基于“回归业务”的思路创新规则。从业务本

源出发，同时考虑借贷记账法约定俗成的做法，会计

信息“从右到左”反映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设定如

下新规则：“有来有去、来去相等，借去贷来、左借右

贷”。其中：“有来有去、来去相等”反映的是经济业务

本身；“借去贷来、左借右贷”反映的是记账符号与记

账的方向，“借”表示的是业务流向的结果，“贷”表示

的是业务流向的起源，资金遵循“从右到左”的流向

关系。

业务过程

筹集资金

购进材料

投入生产

产品完工

产品销售

资金退出

来源

债权人权益资金
所有者权益资金

货币资金

储备资金

生产资金

成品资金

货币资金

去向

货币资金

储备资金

生产资金

成品资金

货币资金

债权人权益资金
所有者权益资金

业务过程

筹集资金

购进材料

投入生产

产品完工

产品销售

资金退出

去向

货币资金

储备资金

生产资金

成品资金

货币资金

债权人权益资金
所有者权益资金

来源

债权人权益资金
所有者权益资金

货币资金

储备资金

生产资金

成品资金

货币资金

会计分录

去：货币资金
来：债权人权益资金

所有者权益资金

去：储备资金
来：货币资金

去：生产资金
来：储备资金

去：成品资金
来：生产资金

去：货币资金
来：成品资金

去：债权人权益资金
所有者权益资金
来：货币资金

图 1 制造业主要经济活动与资金流转过程

表 1 制造业主要经济活动的来龙去脉

注：销售业务的成本费用与收入作为两条线分别进
行会计处理，因此销售业务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流转关系。

表 2 制造业主要经济活动的来龙去脉与会计处理

业务内容

股东A投入资金
220000元，经双
方协商确认股本
为200000元，另
20000元作为资
本公积处理

T型账户关系

会计处理

去向

货币资金：
银行存款220000

去：银行存款 220000
来：实收资本——股东A200000

资本公积20000

来源

债权人权益资金：
实收资本——
股东A200000
资本公积20000

银行存款

220000

实收资本

200000

实收资本——股东A
20000

表 3 股东投入资金业务举例

筹资过程 采购阶段 生产阶段 销售阶段

资金进入企业

所有者投入
债权人借入

货币
资金

储备
资金

生产
资金

成品
资金

销售
资金

货币
资金

购进材料等 投入生产 产品完工 产品销售

资金循环

归还贷款
上缴税金

分配利润等

分配阶段

资金退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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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企业通过付现方式购买原材料甲5000千克，

单价2元/千克，企业付出价款10000元，另有增值税

进项税额1300元，共付出11300元，则相关处理如表

4所示。

2. 基于业务流转形成资金流向。根据改良后的

借贷记账规则，对于业务的会计处理始终围绕制造

业主要经济活动的来龙去脉（如图 1所示），资金遵

循“从右到左”的流向，将结果（去处）记在左边，来源

记在右边，即会计信息表达的资金流转信息从右至

左，可以轻松地实现经济活动与会计信息的相互转

换，方便会计信息使用者理解并运用会计信息。与图

1相对应，制造业业务带来的会计科目流转过程如

图2所示，图中箭头的方向表示业务流转方向，A表

示资金进入企业的筹资过程，B表示采购过程，C表

示生产过程，D表示销售收入的确认及相关成本费

用的结转，E表示本年利润的结转。

3. 区别不同类别要素流向与增减变化。对于银

行存款等资产类要素，当其作为业务流入结果方时，

其项目金额会增加，如A1、A2、D31等业务均会导致

其金额增加；当其作为业务来源时，其项目金额会减

少，如B1、B2、B61业务均会导致其金额减少。对于

权益类、损益类科目则相反，如实收资本，当其作为

业务来源时，其项目金额会增加，如A1业务，再如主

营业务收入，当产生新的销售时，如D1业务，其项目

金额会增加；反之，权益类、损益类科目作为业务去

向时，则其金额是减少的，如股东撤回投资、销售退

回等，企业通过银行存款来支付这些款项，最终流向

了实收资本、主营业务收入等项目，导致其金额减

少，这与借贷记账法下的结果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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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内容

付 现 方 式 购
买 原 材 料 甲
5000千克，单
价2元/千克

记账规则

会计处理

T型账户关系

去向（借去）

储备资金：
原材料——甲10000
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1300

有来有去、来去相等，借去贷来、左借右贷

借：原材料——甲1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00
贷：银行存款11300

来源（贷来）

货币资金：
银行存款11300

表 4 企业购入材料举例

原材料——甲

10000

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

1300

银行存款

11300

图 2 制造业业务带来的会计科目流转过程

制造费用

生产成本

应付职工薪酬

库存商品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

原材料等

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管理费用等
财务费用
销售费用
营业外支出
税金及附加
所得税费用

预付费用等

其他应付款

应交税费
利润分配

本年利润

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营业外收入
投资收益

应收账款等 预收账款

银行存款等

实收资本、资本公积

短期借款、长期借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