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则无法对资产的使用和处置是否妥当进行评价。
目前，主张采用变 现价值会计的，仅是少数西方

会计学家，大多数西方会计学家和会计专业机构并不

支持变现价值会计。其主要理由是：

（ 1）变现价值会计的资产经济价 值 概念过于狭

窄。亚当 · 斯密早已把资产价 值 区分为交换价值和使

用价值，这种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成本会计和现

时成本会计支持者认为变现价 值会计忽视了资产的使

用价值。他们认为，使用价值比交换价值更能真实地

反映资产的真实经济价值。企 业资产的使用价值通常

大于交换价值， 否 则， 企 业必然会将其固定资产出

售。例如， 某企业花费大量投 资 购 置了许多专用设

备，它们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必不可少的，但其转售

价格可能为零。在采用变现价值会计情 况下，则在购

置这项设备时，即应确认发 生一项损失，这是绝对不

符合企业真实财务状况的。

（ 2）变现价值会计不能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

果。从会计理论上看，变现价 值会计 完全否定继续经

营假设、收入确认、收 入 与费用 配比 等 传统会计原

则。在采用变现价值会计情况下，资产价值调整帐户

比收入、费用、成本和销售等帐户更为 重要，资产负

债表的作用虽然提高了，但收益表则相对地 变 得不重

要了。收益表不再能够提供收入和费 用的流转情况。

（ 3）在资产的现时销售价格中， 包括着预期的

利润，其中有很大的估计因素，即预期的利润有可能

实现，但也有可能不一定实现。

以上概括地剖析了西方物价 变 动会计理论的不同

观点。为使我国的会计核算反映物价变动的影响，不

仅需要借鉴西方物价变动会计基础理论，而且还需要

借鉴西方国家对其具体会计程序和方法试行结果所从

事的调查研究，例如，如何具体 确定资产的现时成本

等。由于篇幅所限.不再阐述。

自修

之友 学习借贷记帐法应掌握的要领

刘学圣

有人说借贷记帐法难学难懂，其实只要掌握了它

的要领，而且熟练了之后，也就 可以运用自如，得心

应手了。现根据我多年工作实践及教学经验，将学习

和使用借贷记帐法的三个要领（即 “三要”）介绍如

下：

一要掌握 “有借必有贷，借 贷必相等”的记帐规

则。它包含两个要点：

（1）每一个会计分录，总是既有 借方，又有贷

方。有时一借一贷，有时一借多贷或一贷多借，还有

时多借多贷；

（2）每一个会计分录，不管它几借几贷，其借

贷双方总金额必须相等。

二要掌握记帐方向。也有两个要点：

（1）资金运用（包括费用）增加记借方，其减

少记贷方。

（2）资金来源（包括收入）增加记 贷方，其减

少记借方。

三要掌握 “先定性，后定向”的方法步骤。也有

两个要点：

（1）定性，包括三个要点：①定科目，即确定

经济业务所涉及的会计科目。②定性质，即 确定这些

科目哪个是资金来源性质，哪个是资金运用性质。③

定增减。即确定哪个科目是增加，哪个科目是 减少。

（2）定向。即根据科目性质 及增减情况确定借

贷方向。

举例如下：

例：某月某日从银行提回现金200元。

1，定性：①定科目。这笔经济业 务所涉及的会计

科目有两个：一是现金，一是银行存款；②定性质。
“现金” “银行存款”都是 “资金运 用”性质；③定

增减。 “现金”是增加，“银行存款”是 减少。

2 、定向：根据记帐方向 规定： “资金运用增加

记借方，其减少记贷方。” “现金”增加应 记借方，

“银行存款”减少应记贷方。用会计 分录表示如下：

借：现金 200元

贷：银行存款 200元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自修之友
	学习借贷记帐法应掌握的要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