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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讲 会计科目和借贷记账法

一、会计科目和账户（★）

二、借贷记账法（★★）

一、会计科目和账户

（一）会计科目

1.概念

会计科目，简称科目，是对会计要素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是进行会计核算和提供

会计信息的基本单元。（会计要素的再细化）

2.分类标准

会计科目可以按其反映的经济内容（即所属会计要素）、所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及其统驭关

系分类。

（1）按反映的经济内容分类

会计科目按其反映的经济内容不同，可分为资产类科目、负债类科目、共同类科目、所有

者权益类科目、成本类科目和损益类科目。

每一类会计科目可按一定标准再分为若干具体科目。

①资产类科目，是对资产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按资产的流动性分为反映

流动资产的科目和反映非流动资产的科目。

主要包括：

反映流动资产的科目主要有“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原材料”“库存商品”等科目。

反映非流动资产的科目主要有“长期股权投资”“长期应收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

产”等科目。

②负债类科目，是对负债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按负债的偿还期限长短分

为反映流动负债的科目和反映非流动负债的科目。

主要包括：

反映流动负债的科目主要有“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等科目。

反映非流动负债的科目主要有“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等科目。

③共同类科目，是既有资产性质又有负债性质的科目，主要有“清算资金往来”“货币兑换”“被
套期项目”等科目。（简单了解）

④所有者权益类科目，是对所有者权益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主要有“实收

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其他综合收益”“盈余公积”“本年利润”“利润分配”“库存股”等科

目。

⑤成本类科目，是对可归属于产品生产成本、劳务成本等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

主要有“生产成本”“制造费用”“合同取得成本”“合同履约成本”“研发支出”等科目。

⑥损益类科目，是对收入、费用等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其中，反映收入

的科目主要有“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等科目；反映费用的科目主要有“主营业务成

本”“其他业务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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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及其统驭关系分类

会计科目按其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及其统驭关系,可分为总分类科目和明细分类科目。

解释：如银行存款-工行-滨江区

总分类科目，又称总账科目或一级科目，是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总括分类，提供总括

信息的会计科目。

明细分类科目，又称明细科目，是对总分类科目作进一步分类，提供更为详细和具体会计信

息的科目。

注：并不是所有的总分类科目都有明细科目，如“本年利润”

（二）会计账户

账户是根据会计科目设置的，具有一定格式和结构，用于分类核算会计要素增减变动情况

及其结果的载体。

根据核算的经济内容，账户分为资产类账户、负债类账户、共同类账户、所有者权益类账

户、成本类账户和损益类账户；

根据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及其统驭关系，账户分为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

【注】在实际工作中，会计科目和会计账户不加严格区分，而是相互通用的。

二、借贷记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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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式记账法分为借贷记账法、增减记账法、收付记账法等。

注：我国会计准则规定，企业、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会计核算采用借贷记账法记账。

（一）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

借和贷没有任何特殊意义，只是一个符号，不需要在此处纠结。

借贷记账法下，账户的左方称为借方，右方称为贷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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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登记减少额。

通常情况下，资产类、成本类和费用类账户的增加用“借”表示，减少用“贷”表示；

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和收入类账户的增加用“贷”表示，减少用“借”表示。

【注】备抵账户的结构与所调整账户的结构正好相反。

账户性质 账户结构 余额 期末余额计算

资产类

成本类

借增

贷减

一般在借方，有些账

户可能无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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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债 类

所有者权益类

贷增

借减

一般在贷方，有些账

户可能无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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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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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

益

类

收入类
贷增

借减

期末结转入“本年利

润”账户计算当期损

益，结转后无余额
—

费用类
借增

贷减

【例题 1•单选题】下列选项中，在借贷记账法下关于成本类账户结构描述不正确的是（ ）。

A.借方登记增加 B.贷方登记增加

C.期末余额一般在借方

D.有些账户可能无余额

【答案】B
【解析】成本类账户增加登记在借方。

【例题 2•多选题】下列关于会计账户增减变化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资产增加，所有者权益增加会计等式成立

B.负债减少，所有者权益增加会计等式成立

C.所有者权益增加，资产减少会计等式成立

D.资产减少，费用减少会计等式成立

【答案】CD
【解析】所有者权益增加，资产减少会计等式不成立，选项 C 错误；资产减少不会导致费

用减少，只能增加费用，否则会计等式不成立，选项 D 错误。

【例题 3·单选题】“应付账款”账户期初贷方余额为 1000 元，本期贷方发生额为 5000 元，本

期贷方余额为 2000 元，该账户借方发生额为（ ）元。

A.4000 B.3000 C.2000 D.1000
【答案】A
【解析】期末贷方余额 2000＝期初贷方余额 1000＋本期贷方发生额 5000－本期借方发生额

【例题 4·多选题】在借贷记账法下，下列关于“生产成本”账户结构描述中错误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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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AB
【解析】“生产成本”账户是成本类账户，借方登记增加额，贷方登记减少额。

【例题 5·多选题】下列账户内部关系中，正确的有（ ）。

A.资产类账户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本期借方发生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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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资产类账户借方发生额合计大于、等于、小于贷方发生额合计都有可能出现

C.权益类账户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

D.权益类账户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本期借方发生额

【答案】BD
【解析】选项 A，资产类账户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选

项 C，权益类账户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本期借方发生额。

【例题 6·单选题】下列各账户中，与“应付职工薪酬”账户结构相同的是（ ）。

A.固定资产 B.主营业务收入

C.管理费用 D.实收资本

【答案】D
【解析】选项 A 是资产类账户，借方登记增加额，贷方登记减少额，期末余额一般在借方；

选项 B 是收入类账户，贷方登记增加额，借方登记减少额，期末结转后无余额；选项 C 是

费用类账户，借方登记增加额，贷方登记减少额，期末结转后无余额；选项 D 是所有者权

益类账户，与负债类账户结构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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