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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记帐方法的一次学术讨论简介

石 人 瑾

最近，上海财经学院会计系围绕着记帐方法问题举

行学术讨论会，初步探讨了记帐方法中存在的一些理论

问题，对今后编写教材，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都有一

定的意义。现将讨论的基本内容和各种不同观点，综述

如下：

一、关于评价记帐方法的标志问题

有的同志认为，一种好的记帐方法，必须符合下列

二个要求：（1）科学性：要求能够正确反映企业经济活

动的真实内容，提供正确的核算资料，以便企业领导实

现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2）群众性：要求

简明易懂，简便易行，有利于开展群众核算，群众监督，

实行民主理财。
另有同志认为，客观性也是评价记帐方法的一项重

要标志，记帐方法要能客观地如实地反映企业的经济活

动，而不能改变客观存在的经济活动的本来面目。
也有同志对群众性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记帐方法是

会计人员掌握的一种专业知识，不必要也不可能使群众

都懂、都会。会计工作的群众性应该着重在：（1）会计

的规章、手续，要简便易行，做到人人理解，个个遵守。
（2）会计核算要严密精细，但会计报表要简明扼要，通

俗易懂，使领导和群众都能看得懂，用得上。

二、关于借贷记帐法和增减记帐法的评价

问题

一种看法认为：作为记帐符号，“借”、“贷”两字概

念含混，记帐方向不固定，用在资金运用类科目“借”作

为增加，“贷”作为减少；用在资金来源类科目“借”作为

减少，“贷”作为增加。这样，一种符号两种含义，容易

使人产生概念上的混乱，所以感到难学难懂。相反，用

“增”、“减”作为记帐符号，字义明确，通俗易懂，经济

活动的实际内容与记帐符号反映一致，增就是增，减就

是减，符合习惯概念，直截了当，不兜圈子。再从记帐

规则来说：借贷记帐法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表面看来，似很简单，但它体现不出客观存在的资金增

减变化，而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记帐公式，颠倒了事物的

因果关系。增减记帐法的记帐规则是：“同 类科目有增

有减，两类科目同增、同减”，虽然比借贷记帐法要复杂

些，但却如实地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从理论和

实务上讲，都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因而是科学的。
对上述观点，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人认为，“借、贷”或“增、减”既然是作为记帐的

一种符号，那就不能单纯从字义上去理解，如果纠缠在

字义上，就失去了作为“符号”的作用。至于借贷记帐法

难学难懂的问题，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总得下一点功夫

去学，如果说，一种方法一看就懂，人人都会，那末就不

要进行专业培养了。何况，学过借贷记帐法的人感到学

来也不是难事，掌握了以后，使用起来很灵便，不象增减

记帐法有这样那样的限制。
关于记帐方法的“客观规律”、“科学性”和“符合唯

物辩证法”等问题，有人认为：从事物相互作用、相互

依存关系中，找出事物变化的必然性，这就是“客观规

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这就是“科学性”。只要不是

主观臆造的，而是根据事物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关系

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符合唯物辩证法”。资

金运用和资金来源是构成资金总体的两个对立面，它们

是方向相反、金额相等。资金运用和资 金来源具有不

同性质，这是客观存在的。因而资金运用的增减与资金

来源的增减性质也不同，它们也是对立的。增减的含义

虽然相同，但记帐的方向应该是相反的。所以用“借”、
“贷”作为记帐符号，确定资金运用 增加是“借”，减少

是“贷”，那末与资金运用对立而方向相反的资金来源的

增加就应该是“贷”，减少是“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

为记帐符号的“借”、“贷”的方向是固定的，这就体现着

经济活动引起资金变化的辩证关系，也只有这样才能

按照资金变化的客观规律，如实反映经济活动的情况。
而在增减记帐法中，不分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的 不同

性质，只从字义上增就是“增”，减就是“减”，因而“增”
、

“减”的方向却是不固定的，实际上失去了“增”、“减”作

为记帐符号的作用，只是把资金变 化从增减的字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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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简单的（也可说是原始的）表达，不能从增减中体现经

济活动的客观规律性和资金变化的辩证关 系，因此谈

不上具有科学性。

还有人主张从会计核算与记帐方法的主从关系进

行评价。认为记帐方法应该服从于会计核算的需要，而

不能要会计核算的需要去服从记帐方法。增减 记帐 法

会计科目固定为两类，不能采用共同性的科目。而企业

里，象上下级往来、客户往来等类的经济业务是频繁发

生的，增减记帐法中，把共同性的科目人为地划 分为二

类科目，这不仅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化了，而且也是

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
也有人认为复式记帐的理论，是建立在“每一项经

济活动，必然存在对应双方的相等关系”这一客观事实

上的，所以复式记帐必然有金额相等而又相对应的两个

方面，借贷记帐法就是用“借”、“贷”作为记帐符号来记

录每一项经济活动的对应双方的相等关系，“有借必有

贷，借贷必相等”，就是经济活动客观规律的 具 体反

映。但是增减记帐法中的“增”、“减”，不能代 表每一

项经济活动的对应双方，也不能表达对应双方的相等关

系，不具备作为记帐“符号”的条件，因此，增减记帐法

不符合复式记帐的基本原理。

三、关于记帐方式的规范化和国际化问题

（一）关于规范化方面：有人主张全国统一使用一

种记帐方法，不仅有利于报表的逐级汇总，而且还有利

于财会人员的培训和调遣。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同 志认

为，记帐方法与报表的汇总没有必然的联系。记帐方法

的选用，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一刀切。如果强制规定一

种记帐方法，会给当前会计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二）关于国际化方面：有人认为借贷记帐法的基

本理论就是国际上通用的复式记帐的基本理论，所以，

借贷记帐法具有国际意义。采用借贷记帐法便于国际

间的经济联系。不同意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外贸系统

可以规定采用借贷记帐法，以利国际经济交往外，其他

部门不必强求一律。
关于教材应该怎样对待记帐方法的问题，大多数同

志主张：在《会计原理》教材中，以借贷记帐法为主，

兼介绍其他方法，因为借贷记帐法的理论性较强，弄懂

了借贷记帐法，其他记帐方法也就容易理解。在专业会

计教材中，可以根据专业的特点，采用习惯上使用的记

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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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减记帐 法 与 借 贷

记帐 法的 比 较

白 银公 司小 铁山矿财务科

我公司拥有两个生产系统，（一）铜生产系统，（二）

铅锌生产系统。在1975年以前各厂矿均用借贷记帐法记

帐。后经公司财务领导确定，由1975年起在铅锌生产系

统的厂矿中试行增减记帐法记帐。铜生产系统仍以原借

贷记帐法记帐。采用两种记帐方法，相互比较，取长补

短，为不断研究会计理论和提高会计业务水平而努力。
我矿就是由1975年开始改用以增减记帐法记帐的。试行

四年多来，我们从实践中，体验到两种记帐方法，各有所

长，新老会计人员对两种记帐方法，也各持有不同的看

法。现将我们对两种记帐法在实践中的体会列述如下，

为了便于比较起见，附对照表如下：（见27页）

从对照表中看到：（ 4）编制记帐凭单时，用增减法

与用借贷法在理解上，就显然有不同之处。例如将工资

40，000元，分配生产费用中39，000元，分配专用基金中

1，000元时，分录如下：

（1）用增减法

增：生产费用39，000元  减：工资40，000元

减：专用基金-福利基金

1，000元

（ 2）用借贷法

借：生产费用39，000元  贷：工资40，000元
借：专用基金1，000元

上例用两种方法制出的会计分录、从形式上看，增

减法是：一增两减。借贷法是：一贷两借。但用金额来

对照时，显然理解上就不同了。尤其我们在学习算术运

算法则中，有一个同号相加的概念。看借贷法的分录是：

借方：39，000元+ 1，000元= 40，000元。贷方也是40，000

元，借贷双方相平，易于理解。但增减法的分录同样以

算术运算概念去理解就对不上帐了。看增方是 39，000

元，减方则是 41，000元。增减双方数字不符，易于迷

惑。故用增减法的会计人员，必须熟记增减记帐法的法

则，帐户要分类，生产费用与工资是同类科目，要有增有

减。专用基金与工资是不同类科目，要同减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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