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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2 借贷记账法

借贷记账法 借贷记账法，是以“借”和“贷”作为记账符号的一种复式记账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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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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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借贷记账法的基本原

理

1.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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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贷记账法

借贷记账法概

述

记账符号 “借（De）”、“贷（Cr）”

理论依据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记账规则 “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例题•单选题】下列关于借贷记账法的账户结构，不正确的是（ ）。

A.账户的左方为借方，右方为贷方

B.资产类、成本类和损益类账户的增加用“借”表示

C.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和收入类账户的增加用“贷”表示

D.究竟是借方还是贷方记录增加，取决于账户的性质与所记录经济内容的性质

【答案】B

【解析】损益类账户主要包括收入类账户和费用类账户，其中费用类账户的能增加用“借”表示，而收入类

账户的增加用“贷”表示，因此选项 B 不正确。

(1)资产类和成本类

账户的结构

在借贷记账法下，资产类、成本类账户的借方登记增加额；贷方登记减少额；期末余

额一般在借方，有些账户可能无余额。其余额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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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负债类和所有者

权益类账户的结构

在借贷记账法下，负债类、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借方登记减少额；贷方登记增加额；

期末余额一般在贷方，有些账户可能无余额。其余额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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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损益类账户的结

构

损益类账户主要包括收入类账户和费用类账户。

在借贷记账法下，收入类账户的借方登记减少额；贷方登记增加额。本期收入净额在

期末转入“本年利润”账户，用以计算当期损益，结转后无余额。

在借贷记账法下，费用类账户的借方登记增加额；贷方登记减少额。本期费用净额在期末转入“本年利润”

账户，用以计算当期损益，结转后无余额。

2.借贷记账法的记账

规则

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即：任何经济业务的发生总会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关账户，一方（或几方）记入

借方，另一方（或几方）必须记入贷方，记入借方的金额等于记入贷方的金额。如果

涉及多个账户，记入借方账户金额的合计数等于记入贷方账户金额的合计数。



小结：借贷记账法下账户基本结构

资产类账户

成本类账户

费用类账户（损）

增加用“借”表示

减少用“贷”表示

负债类账户

所有者权益类账户

收入类账户（益）

增加用“贷”表示

减少用“借”表示

借贷记账法记账规则的具体运用，如【例 2-2】至【例 2-5】所示。

【例 2-2】甲公司购入原材料一批，价款 1 000 元，用银行存款支付，假定不考虑增值税因素。

图 2-7 以银行存款购入原材料

【例 2-3】甲公司已到期的应付票据 20 000 元因无力支付转为应付账款。

图 2-8 已到期的应付票据转为应付账款

【例 2-4】甲公司收到投资者投入资本金 50 000 元，款项存入银行。

图 2-9 收到投资者投入的资本金

【例 2-5】甲公司以银行存款 30 000 元，偿还到期的长期借款。



图 2-10 以银行存款偿还到期的长期借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