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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借贷记账法概念

复试记账法概念

定 义：复式记账法是指对于每一笔经济业务，都必须用相等的金额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

互联系的账户中进行登记，全面系统地反映会计要素增减变化的一种记账方法。

例题：企业用银行存款 1000 元购买原材料

银行存款

原材料

借贷记账法

复式记账法

例题：采购材料 2000 元已入库，银行存款支付 1500 元，余款未付。

原材料 +2000

应付账款 +500

银行存款 -1500

概念

借贷记账法是指以“借”和“贷”为记账符号的一种复式记账方法。

解释

“借”和“贷”现在：是纯粹的记账符号，标明记账的方向

借贷记账法的结构

借贷记账法以“借”、“贷”作为记账符号。账户左边为借方，账户右边为贷方。

所有账户的借方和贷方按相反方向记录增加数和减少数，即一方登记增加额，另一方就登记减少

额。

至于”借“表示增加，还是”贷“表示增加，则取决于账户的性质与所记录经济内容的性质。

总结：

账户结构：左（借）右（贷）

问题：到底什么时候借方记增加，什么时候贷方记增加呢？



老会计，用心传递温度

第 2 页 共 4 页

借贷记账法的结构

资产 + 费用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 收入

借贷记账法的结构——资产类

期末借方余额=期初借方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

库存现金账户期初余额为 800000 元，本期库存现金借方发生额合计为 200000 元，本期库存现金

贷方发生额合计为 400000 元，则库存现金账户的期末余额为（ ）。

借方登记（增加额），贷方登记（减少额），期末若有余额一般在（借方）

资产类 ：增加额与余额方向相同

例：累计折旧账户的结构是（ ）。

A 增加记贷方

B 减少记借方

C 期末若有余额，在贷方

D 增加记借方

备抵账户：累计折旧

资产类账户：固定资产

常见资产类备抵账户：存货跌价准备、累计折旧、累计摊销、坏账准备

资产类的备抵账户，属于资产类，但结构与资产类相反，借方登记（减少），贷方登记（增

加），余额通常在贷方。

借贷记账法的结构——成本类账户

与资产类账户相同。借方登记（增加额），贷方登记（减少额），若有余额应在（借方），

表示未完工在产品成本。

例：下列关于制造费用账户结构的描述错误的是（ ）

A 贷方登记增加额 B 借方登记减少额

C 期末余额一般在借方 D 可能没有期末余额

借贷记账法的结构——负债类和所有者权益类

例题

应付账款的期初余额为 600 000 元，本期应付账款贷方发生额合计为 400 000 元，本期应付账款

借方发生额合计为 200 000，应付账款账户的期末余额为（ ）元。

与资产类账户相反，贷方登记（增加额），借方登记（减少额），期末若有余额一般在（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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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贷方余额=期初贷方余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本期借方发生额

借贷记账法的结构——损益类账户

收入类账户

与权益类账户相似，贷方登记收入的（增加额），借方登记收入的（减少额），期末本期收

入净额转入“本年利润”账户（权益类账户），结转后无余额。

损益类账户包括收入类和费用类账户。（广义）

费用类账户

与资产类相同，借方登记增加额，贷方登记减少额

期末本期收入净额转入“本年利润”账户（权益类账户）

结转后无余额

期末无余额

记账规则：

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在记入一个账户借方（贷方）的同时，必须记入另一个或几个账户的贷方（借方）。

登记在账户借方和登记在其他账户的贷方金额必须相等。

例题：

1、企业用银行存款购买原材料，金额 300 元。

2、某企业采购原材料 1000 元，400 元开出支票付讫，另 600 元尚欠。

账户对应关系与会计分录

会计分录简称分录，是对每项经济业务列示出应借、应贷的账户名称及其金额的一种记录。

例：经济业务： 以银行存款采购材料 300 元。（假设不考虑相关税费），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 300

贷：银行存款 300

根据借贷记账法的原理，记录每一项经济业务时，有关账户之间发生的应借应贷的相互关

系。

会计分录编制的步骤

1、确定交易或事项涉及的账户及其性质（即属于哪一类账户）

2、确定账户中应记金额是增加还是减少（即涉及会计科目是增加还是减少）

3、确定所涉及账户的借、贷方向

4、检查应借应贷方向是否正确，借贷方金额是否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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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分录要素

应借应贷方向

相互对应的科目

相互对应的科目金额

会计分录的格式

先借后贷

上借下贷，借贷错位

借贷后加“：”

金额不加元且要错位

分类

简单分录：一借一贷

复合分录：一借多贷

一贷多借

多借多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