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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尝试揭示记账的奥秘，使难学难懂的会计学基础变得易学易懂。
换句话说，通过学习本书所介绍的原理和方法，读者会感到记账易学易懂，并没有什么奥秘。
自1494年发明会计等式以来，会计界的前辈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记账方法，希望最终找到一种功能强
、准确性高、易学易用的方案。
中国也出现过“借贷记账法”、“收付记账法”、“增减记账法”等，现在最普遍使用的是“借贷记
账法”。
然而，我们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是否可以说“借贷记账法”是一种理想的方案？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会计学家葛家澍先生说过的一句话。
1978年，他在《必须替借贷记账法恢复名誉》文中为“借贷记账法”正名时说过：“至于强加在借贷
记账法身上的罪名，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除难学难懂这一点外，都不能成立。
”难学难懂是“借贷记账法”的明显缺陷，这一点几乎是会计界（包括赞赏“借贷记账法”的专家学
者和实践者）的共识。
一般来说，如果一种方法难学难懂，那么这一方法不但教学和自学困难，而且在实践中运用也容易出
现错误。
在“借贷记账法”中，困惑广泛地存在，而其根源在于“借、贷”这一对词语。
首先，“借、贷”被用来定义账户左右栏目的方向；尔后，“借、贷”却又被说成是符号表示，词语
本身没有意义。
由于“借、贷”含义上的困惑，“借贷记账法”的使用规范令人感到晦涩、模糊，甚至自相矛盾。
这些困难致使会计教育的周期漫长，而受训人员直接上岗的合格率偏低，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各个经济
领域互通的需求，也不利于监管经济活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提出一种简明的“左右自然对应记账法”，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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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应记账法”一目了然，简便易行。
这种记账法既可以与现行记账法通用，又便于各个经济领域互通信息，更有利于监管。
这一方法和思路值得企业家、经济界人士和有关领导学习。
会计问题是金融监管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
记账法是会计学的基础。
“借贷记账法”难学难懂的特点，客观上为一些设计会计方案的专家，用复杂的规章制度搞晕监管专
家提供了便利。
“对应记账法”简明易懂，有利于提高经济信息的透明度。
 “对应记账法”与“借贷记账法”的形式和结果互通，记账工具和记账依据相同。
区别在于前者揭示了记账规律，易学易懂；而后者则难学难懂。
 本书尝试揭示记账的奥秘，使难学难懂的会计学基础变得易学易懂。
通过学习本书所介绍的原理和方法，读者会感到记账易学易懂，并没有什么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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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减少，记入左方（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数额）
；“银行存款”／“无形资产”等资产减少，记入右方，“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增加
，记入右方（按其差额）。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长期股权投资时，记账如下：“长期股权投资”增加，记入左方（购买
日按企业合并成本），相关负债科目减少，记人左方（按支付的合并对价的账面价值），“营业外支
出”增加，记入左方（按其差额）；“无形资产”等有关资产科目减少，记入右方（按支付合并对价
的账面价值），“银行存款”减少，记人右方（按发生的直接相关费用），“营业外收入”增加，记
入右方（按其差额）。
企业合并以外以支付现金、非现金资产等其他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时，记账如下：“长期股权投资
”增加，记人左方（按实际支付的价款），“应收股利”增加，记入左方（按应自被投资单位收取的
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银行存款”减少，记入右方。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记账如下：“银行存款”等增加，记入左方（按实际同样收到的金额），“长
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减少，记入左方，“投资收益”减少，记入左方（按其差额）；“长期股权投
资”减少，记入右方，“投资收益”增加，记入右方（按其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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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对应记账法”一目了然，简便易行。
这种记账法既可以与现行记账法通用，又便于各个经济领域互通信息，更有利于监管。
这一方法和思路值得企业家、经济界人士和有关领导学习。
　　——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倪润峰我是西南财大会计系86届毕业生，父母亲都是会计界
人士。
我有十几年的会计工作和多年编写财务软件的经验，自以为还算得是资深会计和电算专家。
可是“对应记账法”的作者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从整体上颠覆了我多年的自信。
　　——网投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沈鹏任何一个初学者，只要试图理解“借／贷”，便只有
一个“晕”字。
越是用功，反而越想不明白，唯有不去想它才能好过些。
读者诸君扪心自问，必然同意此说。
有人以为，在大学、研究所的（学者）总该大彻大悟吧，其实拿了博士、当了教授也不过是多年媳妇
熬成婆，继续“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肯定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厦门大学会计系副教授汪一凡会计问题是金融监管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
记账法是会计学的基础。
“借贷记账法”难学难懂的特点，客观上为一些设计会计方案的专家，用复杂的规章制度搞晕监管专
家提供了便利。
“对应记账法”简明易懂，有利于提高经济信息的透明度。
“对应记账法”与“借贷记账法”的形式和结果互通，记账工具和记账依据相同。
区别在于前者揭示了记账规律，易学易懂；而后者则难学难懂。
　　——汪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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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记账的规律》尝试揭示记账的奥秘，使难学难懂的会计学基础变得易学易懂。
通过学习《记账的规律》所介绍的原理和方法，读者会感到记账易学易懂，并没有什么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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