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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帐户与虚帐户的产生

设置帐户是会计核算的基本方法之一，其目的是

为了反映企业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化及其结存情况。从

理论上讲，企业的会计要素可以分成最基本的三类：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而且资产= 负债+所有者权益。

平衡公式等号双方总额的增减变化，是由企业的财务

成果即利润决定的。利润是按照配比原则用一定时期

的收入减去费用的结果。收入、费用、利润与上述三个

基本会计要素之间存在下列关系：收入的实现会使资

产增加或负债减少；费用的发生会使资产减少或负债

增加；企业一定时期的收入大于所发生的费用，其差额

为利润，增加所有者权益；相反，收入小于费用，其差额

为亏损（负利润），减少所有者权益。这样收入与费用的

发生，通过资产、负债的变化最终体现到所有者权益

中。所以，根据这种关系设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三

类帐户就可以满足会计核算的要求了。

但是，在会计实务中如果将收入与费用直接计入

所有者权益中会有诸多不便。其一，在实际经济生活

中，引起企业收入与费用变化的业务复杂多样且频繁

发生，如将这些收入与费用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帐户，

就会使该帐户的核算内容变得相当繁杂，而且也不易

区分所有者权益的变化是由所有者投资活动引起的，

还是由收入、费用的发生引起的。其二，由于收入、费用

内容的多样性，决定了财务成果计算的复杂性，因此企

业不可能在每一个时点都来计算其财务成果，只能是

定期计算，这样也就没有必要将每一笔收入、费用的发

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帐户。其三，将收入、费用直接

计入所有者权益帐户，不能直观地提供一定时期内企

业收入、费用的总额及其相应的利润总额，不能满足国

家、企业外部的有关部门，以及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集

团和个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提供决策信息的需

要，也不能满足企业内部加强经营管理所需决策信息

的需要。因此，为了满足会计核算和经营管理的要求，

需将会计要素划分成六类，除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

益外，还有收入、费用、利润三个要素，并设置相应的帐

户。通过收入、费用帐户将报告期的收入与费用详细地

记录并汇集起来，于期末时进行配比计算出利润。我们

把反映收入与费用要素的帐户称为损益类帐户，把反

映利润要素的帐户归入所有者权益类帐户中。

损益类帐户从反映的经济内容和作用来看，与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类帐户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反

映的经济内容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收入与费

用，是企业资金的流量。其作用是为了解决把日常的收

入、费用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帐户中所带来的种种不

便，以满足管理上需要的有关信息。但它们经过相互配

比后形成企业的利润，构成所有者权益的内容，由流量

转化成存量，所以期末必须结清转入所有者权益帐户。

由于损益类帐户所反映的经济内容不能在帐户永久存

在，使得该帐户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因此被称之为虚帐

户。后者反映的经济内容是企业的资产、负债、所有者

权益，其作用就是如实反映企业的经济资源及相应的

来源。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是企业的资金存量，这些

帐户反映的经济内容可以在帐户中永久存在，不必在

期末结清转出，所以被称为实帐户。

二、实帐户与虚帐户的确认

现行会计制度（以工业企业为例）将帐户分为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成本、损益五大类几十个帐户。

在众多的帐户中如何确认哪些是实帐户，哪些是虚帐

户呢？这要由帐户所反映的经济内容来决定。反映企业

资金存量的帐户是实帐户，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

益类帐户。反映企业资金流量的帐户是虚帐户，即损益

类帐户。因此，反映资金存量的资产负债表需根据实帐

户的期末余额编制。而反映资金流量的损益表只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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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虚帐户的发生额来编制。至于成本类帐户的确认，仍

然要依据其反映的经济内容而定。在这种帐户中核算

的产品生产成本能否转化成与收入相配比的费用，关

键要看产品是否已销售出去。如果还没有销售出去，其

产品成本是企业的资产；如果已销售出去就必须将其

成本转到销售成本帐户中，使其转化成费用，与其所获

得的收入相配比。因此，成本类帐户从自身核算的经济

内容上看，还是企业的资产，其余额反映着资金的存

量，所以成本类帐户是实帐户。

三、实帐户与虚帐户的运用

在会计实务中，为了正确地运用实帐户与虚帐户，

就必须了解并掌握实帐户与虚帐户的运用规律。在日

常的帐务处理中，由于采取了复式记帐方法，发生的每

一项经济业务至少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帐户中进行登

记，这样就产生了帐户的对应关系。对于实帐户而言这

种对应关系有两种情况：

1.实帐户之间的对应关系：包括①资产类帐户之

间的对应关系；②负债类帐户之间的对应关系；③所有

者权益类帐户之间的对应关系；④资产与负债类帐户

之间的对应关系；⑤资产与所有者权益类帐户之间的

对应关系；⑥负债与所有者权益类帐户之间的对应关

系。

2.实帐户与虚帐户之间的对应关系：包括①资产

与损益类帐户之间的对应关系；②负债与损益类帐户

之间的对应关系；③所有者权益与损益类帐户之间的

对应关系。

对虚帐户而言，这种对应关系只能与实帐户发生，

如上述实帐户与虚帐户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不能出现

虚帐户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是因为没有实帐户虚帐户

不能独立存在，虚帐户的核算内容是由实帐户的核算

内容转化的，收入的实现只影响资产或负债，与费用没

有联系；费用的发生也只影响资产或负债，与收入没有

联系。所以核算收入与费用的虚帐户之间不可能存在

帐户的对应关系。

在期末结帐时，对于实帐户根据其记录的增减变

化，结出期末余额，以反映期末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的实有数，为编制资产负债表提供依据，同时将期末余

额结转下期，以便后一期间的连续记录；对于虚帐户，

为了划清各期的收入与费用，计算本期利润，必须将本

期的记录，汇总结转到本年利润帐户，以确定当期的财

务成果，同时将虚帐户结平，没有期末余额，更不能结

转下期，以体现权责发生制原则和配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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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的问题

商业企业经营的商品，因残次冷背等原因而作削

价处理是无可非议的和必要的。但我们在调查研究中

发现，无论是国有商业企业，还是农村供销合作社，无

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在“商品削价”处理上

大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如下：

1.以不正当削价逃避纳税。譬如：有的企业，一方

面把本不该削价的商品列入削价范围，并任意扩大削

价幅度，另一方面商品仍按原售价或高于削价的新售

价出售，实际售价与削价的差额不入帐（流入“小金

库”），以此减少销售额，扩大商品削价损失，减少利润，

逃避增值税、所得税等税收。

2.以削价为目的进货，通过削价为个人谋取私利。

譬如，有一家乡村供销合作社，明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和消费水平较低，居民购买彩电、冰箱、录像机等电器

的购买力较弱，却故意购进若干上述电器。半年后，假

以滞销积压、残损等名义大幅度削价，由几位领导和职

工按处理价据为己有。

3.以“商品削价准备”作为调节器，任意调节利润

水平。有的企业在预计当期难以完成利润目标时，就虚

构商品削价损失，并结转一笔商品削价准备金去冲减

商品销售成本，以形成完成或超额完成利润目标，或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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