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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走进书店，众多的财会类书籍会把你给淹没，但当你要寻找某一个具体公式的时候，却无从查起。
有时候，为了一两个公式，就要在各种各样的专业书刊中苦苦寻找。
这样就给财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特别是对于刚入门的财会人员来说，这些工作显得非常“繁琐
”，经常出现因为业务不熟而不知从何下手的现象，即便是从事了多年财务工作的人，也会经常被一
些公式难住。
选择一本适合自己的财务公式书不容易。
内容太简单，对于一些没有任何财务背景的人而言，搞不懂一些基本的概念，容易断章取义，给工作
带来误差；内容太高深，又不好理解，读着读着就失去了兴趣。
对于读者来说，浅显易懂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内容过于简单，则学不到实在的知识。
其实，只要表现方法运用得当，难以理解的理论知识也不会再显得枯燥乏味。
本书以企业财务中经常涉及的核账公式为中心，辅以简单生动的案例，分门别类来讲述，想要什么公
式，都可以方便查询。
读了本书后，希望您能对企业财务产生兴趣。
公式的灵活运用对于财会人员来说是需要牢牢掌握的“基本功”，如果不够熟练，工作中难免会遇到
种种困难。
可以说，熟练掌握各种财会计算公式，将给财会人员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另外，随着会计准则的不断修订，对传统的财会计算公式冲击很大，所以编写一本工具型的计算公式
书籍是十分必要的。
本书内容丰富、贴近实务、搜索简便，包含基本原理核账公式、流动资产核账公式、非流动资产核账
公式、净资产与利润表核账公式、分析决策与税务会计核账公式及行业会计核账公式。
本书既可以作为刚刚接触财会工作人员的案头工具书，也可以作为资深会计人员的参考书。
作者力图使本书的知识性和实用性相得益彰，但由于经济制度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且作者水平有限，
书中错误、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同仁批评斧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核账公式一本通>>

内容概要

如果你还在为那些繁琐的公式而头疼，如果你还在为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书而烦恼，⋯⋯那么，请你
打开这本书！
本书以企业财务中经常涉及的核账公式为中心，辅以简单生动的案例，分门别类来讲述，想要什么公
式，都可以方便查询。
掌握这些公式，熟练地运用这些公式，能让你在工作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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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瑶  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方向是财务与会计。
曾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专著多本。
近几年一直致力于会计基础知识方面的研究，具有丰富的工作实战经验，擅长于把理论变通为实操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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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增减记账法增减记账法是，以“增”“减”为记账符号，把会计科目固定分为资金占用和资金
来源两大类，以“资金占用=资金来源”为理论基础，以“同增、同减、有增有减”为记账规则，直
接反映经济业务所引起的会计要素增减变化的一种复式记账方法。
它是在我国领土实务中实行的一种特有的记账方法。
该法经过试行，于1964年开始，在我国商业系统全面推行，工业企业和其他行业也有采用这种记账方
法的。
1993年7月1日《企业会计准则》实施后，增减记账法改为借贷记账法。
增减记账法的特点是：(1)记账符号。
以“增”“减”为记账符号，凡经济业务引起资金来源或资金占用增加，就在账户中记“增”；凡经
济业务引起资金来源或资金占用减少，就在账户中记“减”。
“增”“减”符号同资金来源与资金占用的增加、减少意思一致，使符号的文字含义也名副其实，直
接表达会计事项所涉及具体内容的增减变动。
(2)账户设置。
全部账户固定地分为资金来源和资金占用两大类，不能设置双重性质账户。
如不能把“其他应收款”账户和“其他应付款”账户合并设置“其他往来”账户；不能把“应收账款
”账户和“预收账款”账户合并设置“应收账款”账户等。
(3)记账规则。
凡涉及到资金来源和资金占用两类账户的经济业务，同时记增或记减，同增或同减的金额相等；凡涉
及到资金来源或资金占用一类账户的经济业务，记有增有减，增减金额相等。
简而言之，两类账户，同增同减，金额相等；同类账户，有增有减，金额相等。
(4)试算平衡方法。
两类账户的余额和增减发生额的差额必须相等，并用以检查账户记录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其平衡关系方法有以下两种：1.4.1 差额平衡法资金占用或资金来源这两类科目，不论是哪个科目的增
加发生额都是记在本科目的增方，反之，减少或冲销额都是记在本科目的减方。
因此，两大类科目的增减方的差额必然相等。
可用下列公式表示：资金占用类科目增方金额-资金占用类科目减方金额=资金来源类科目增方金额-资
金来源类科目减方金额运用这个差额平衡公式，可以检查全部科目本期增减发生额是否正确，也可以
检查每项经济业务的会计分录是否正确。
1.4.2 余额平衡法根据资金平衡原理，可用下列公式计算余额平衡情况：资金占用类各科目期末余额之
和=资金来源类各科目期末余额之和试算平衡试算平衡就是指在某一时日(如会计期末)，为了保证本期
会计处理的正确性，依据会计等式或复式记账原理，即“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平衡原理，通
过账户余额或发生额合计数之间的平衡关系，对本期各账户的全部记录进行汇总、测算，以检验其正
确性的一种专门方法。
通过试算平衡，可以检查会计记录的正确性，并可查明出现不正确会计记录的原因，进行调整，从而
为会计报表的编制提供准确的资料。
在不同的记账方法下，试算平衡的公式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反映资金运动的平衡关系。
包括本期发生额试算平衡法和余额试算平衡法两种方法。
(1)本期发生额试算平衡法。
本期发生额试算平衡法，是指将全部账户的本期借方发生额和本期贷方发生额分别加总后，利用“有
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记账规则来检验本期发生额账户处理正确性的一种试算平衡方法，其试算
平衡公式如下：全部账户本期借方发生额合计=全部账户本期贷方发生额合计这种试算平衡方法的原
理是：在平时编制会计分录时，都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将其记入有关账户经汇总后，也
必然是“借贷必相等”。
本期发生平衡法主要是用来检查本期发生的经济业务在进行各种账户账户处理时的正确性。
(2)余额试算平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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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平衡法是指在会计期末账户余额在借方的全部数额和在贷方的全部数额分别加总后，利用“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平衡原理来检验会计处理正确性的一种试算平衡方法。
其试算平衡公式如下：全部账户的借方期末余额：全部账户的贷方期末余额余额平衡法的基本原理：
在借贷记账法下，资产账户的期末余额在借方，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账户的期末余额在贷方，由于存在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平衡关系，所以全部账户的借方期末余额合计数应当等于全部账户的贷
方期末余额合计数。
余额平衡法主要是通过各种账户余额来检查、推断账户处理正确性的。
如果试算不平衡，说明账户的记录肯定有错，如果试算平衡，说明账户的记录基本正确，但不一定完
全正确。
这是因为有些错误并不影响借贷双方的平衡，如果发生某项经济业务在有关账户中被重记、漏记或记
错了账户等错误，并不能通过试算平衡来发现。
但试算平衡仍是检查账户记录是否正确的一种有效方法。
试算平衡工作是通过编制试算平衡表完成的。
编制试算平衡表，是为了在结转利润以前及时发现错误并予以更正。
同时，它汇集了各账户的资料，依据试算平衡表编制会计报表将比直接依据分类编制会计报表更为方
便，对于拥有大量分类账的企业尤其如此。
试算平衡表可定期或不定期地编制，它是企业经营性的会计工作之一。
因为试算平衡表使用频繁，所以企业大多事先印好企业名称、试算平衡表名称、账户名称，实际编制
时只要填入各账户余额或发生额并予以汇总即可。
与上述两种试算平衡原理相对应，在业务进行账务处理后，编制试算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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