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会计科目与账户 
 

 

 

基本要求 
1．了解会计科目与账户的概念。 

2．了解会计科目与账户的分类。 

3．熟悉会计科目设置的原则。 

4．熟悉常用的会计科目。 

5．掌握账户的结构。 

6．掌握账户与会计科目的关系。 

第一节  会计科目 

1-1  会计科目的概念与分类 

（一）会计科目的概念 
如前所述的资金运动是对会计对象的第一层次划分，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的第二层次划

分，但会计要素将会计对象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项，仍比较抽象。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还需要提供更具体、更详尽的资料满足有关各方对会计信息的需要，这就有

必要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再分类。会计科目，简称科目，是指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

分类核算的项目。会计科目是为了满足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要求，根据企业内部会计管理和

外部信息需要，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的项目，是对会计对象进行的第三层次划分。 

（二）会计科目的分类 
会计科目可按其反映的经济内容（即所属会计要素）、所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及其统驭关

系分类。 

1．按反映的经济内容分类 

会计科目按其反映的经济内容不同，可分为资产类科目、负债类科目、共同类科目、所有

者权益类科目、成本类科目和损益类科目。 

（1）资产类科目，是对资产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按资产的流动性分为反

映流动资产的科目和反映非流动资产的科目。反映流动资产的科目主要有“库存现金”、“银行

存款”、“原材料”、“库存商品”和“应收账款”等；反映非流动资产的科目主要有“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和“长期应收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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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债类科目，是对负债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按负债的偿还期限分为

反映流动负债的科目和反映非流动负债的科目。反映流动负债的科目主要有“短期借款”、“应

付账款”、“应交税费”和“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反映非流动负债的科目主要有“长期借款”

和“长期应付款”等。 

（3）共同类科目，是既有资产性质又有负债性质的科目，主要有“清算资金往来”、“外汇

买卖”等科目。 

（4）所有者权益类科目，是对所有者权益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按所有者

权益的形成和性质可分为反映资本的科目和反映留存收益的科目。反映资本的科目主要有“实

收资本”（或股本）和“资本公积”等科目；反映留存收益的科目主要有“盈余公积”、“本年

利润”和“利润分配”等科目。 

（5）成本类科目，是对可归属于产品生产成本、劳务成本等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

目，按成本的内容和性质的不同可分为反映制造成本的科目、反映劳务成本的科目等。反映制

造成本的科目有“生产成本”和“制造费用”等；反映劳务成本的科目主要有“劳务成本”等。 

（6）损益类科目，是对收入、费用等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反映收入的科目主

要有“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等科目；反映费用的科目主要有“主营业务成本”、“其

他业务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等科目。 

2．按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及其统驭关系分类 

会计科目按其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及其统驭关系，可以分为总分类科目和明细分类科目。 

（1）总分类科目，又称总账科目或一级科目，是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总括分类，提

供总括信息的会计科目。例如，“库存现金”、“应收账款”、“应交税费”、“生产成本”、“管理

费用”等科目都是总分类科目。在我国，总分类会计科目由财政部统一制定。表 3-1 中的会计

科目就是总分类科目。 

（2）明细分类科目，又称明细科目，是对总分类科目作进一步分类，提供更为详细和具体

会计信息的科目。例如，“应付账款”科目按债务人名称设置明细科目，反映应收账款的具体

对象；“库存商品”科目按商品的种类、规格设置明细科目，反映各种库存商品的具体构成内

容。如果某一总分类科目所属的明细分类科目较多，可在总分类科目下设置二级明细科目，在

二级明细科目下设置三级明细科目。例如，原材料科目先按材料大类设置二级明细科目，再按

材料名称设置三级明细科目，如表 3-1 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所有的总

分类科目都要设置明细科目，如“累计折旧”、“本年利润”等总分类科目，就不需要设置明细

科目。明细分类科目除《企业会计制度》已有规定外，企业可根据需要自行确定。 

表 3-1  总分类科目与明细分类科目设置 

明细分类科目 
总分类科目（一级科目） 

二级明细科目 三级明细科目 

方钢 

圆钢 原料及主要材料 

… 

润滑剂 

油漆 辅助材料 

… 

无烟煤 

原材料 

燃料 
… 



 

 
38 

会计基础（第 2 版）

总分类科目与明细分类科目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总分类科目概括地反映了会计对象的

具体内容，提供总括性指标；而明细分类科目详细地反映了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提供比较详

细具体的指标。总分类科目对明细科目具有统驭控制作用，而明细分类科目则是对总分类科目

的具体化和详细说明。 

1-2  会计科目的设置 

（一）会计科目设置的原则 
各单位由于经济业务活动的具体内容、规模大小与业务繁简程度等情况不尽相同，在具体

设置会计科目时，应考虑其自身特点和具体情况，但设置会计科目时都应遵循以下原则： 

（1）合法性原则。会计科目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以保证会计信息

的规范、统一和可比性。 

（2）相关性原则。会计科目的设置应为有关各方提供所需要的会计信息，满足对外报告与

对内管理的要求。 

（3）实用性原则。在满足统一性的基础上，会计科目的设置还应符合单位经济业务的特点

和管理需要。企业在不违反会计准则的前提下，可以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自行增设、分拆、

合并会计科目。 

（二）常用会计科目 
企业常用的会计科目如表 3-2 所示。 

表 3-2  常用会计科目参照表 

编    号 名    称 编    号 名    称 

 一、资产类  二、负债类 

1001 库存现金 2001 短期借款 

1002 银行存款 2201 应付票据 

1012 其他货币资金 2202 应付账款 

1101 交易性金融资产 2203 预收账款 

1121 应收票据 2211 应付职工薪酬 

1122 应收账款 2221 应交税费 

1123 预付账款 2231 应付利息 

1131 应收股利 2232 应付股利 

1132 应收利息 2241 其他应付款 

1221 其他应收款 2501 长期借款 

1231 坏账准备 2502 应付债券 

1401 材料采购 2701 长期应付款 

1402 在途物资 2711 专项应付款 

1403 原材料 2801 预计负债 

1404 材料成本差异 2901 递延所得税负债 

1405 库存商品  三、共同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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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    号 名    称 编    号 名    称 

1406 发出商品  四、所有者权益类 

1407 商品进销差价 4001 实收资本 

1408 委托加工物资 4002 资本公积 

1471 存货跌价准备 4101 盈余公积 

1501 持有至到期投资 4103 本年利润 

1502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4104 利润分配 

150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五、成本类 

1511 长期股权投资 5001 劳务成本 

1512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5101 制造费用 

1521 投资性房地产 5201 劳务成本 

1531 长期应收款 5301 研发支出 

1601 固定资产  六、损益类 

1602 累计折旧 6001 主营业务收入 

1603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6051 其他业务收入 

1604 在建工程 6101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605 工程物资 6111 投资收益 

1606 固定资产清理 6301 营业外收入 

1701 无形资产 6401 主营业务成本 

1702 累计摊销 6402 其他业务成本 

1703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6403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11 商誉 6601 销售费用 

1801 长期待摊费用 6602 管理费用 

1811 递延所得税资产 6603 财务费用 

1901 待处理财产损溢 6701 资产减值损失 

  6711 营业外支出 

  6801 所得税费用 

  6901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例 3-1】 （单选题）会计科目是指对（    ）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的项目。 

A．会计信息   B．会计要素   C．会计对象   D．经济业务 

【答案】 B 

【解析】 会计科目，简称科目，是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 

  【例 3-2】 （单选题）所设置的会计科目应符合单位自身特点，满足单位实际需要，这一点符

合（    ）原则。 

A．实用性   B．合法性   C．谨慎性   D．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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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A 

【解析】 企业应该在合法性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设置符合企业实际情况

的会计科目，这是会计科目设置原则中实用性的要求。 

  【例 3-3】 （单选题）总分类会计科目一般按（    ）进行设置。 

A．企业管理的需要      B．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 

C．会计核算的需要      D．经济业务的种类不同 

【答案】 B 

【解析】 总分类科目也称总账科目或一级科目，一般按照财政部门制定的统一会计制度规

定设置。 

  【例 3-4】 （多选题）以下有关明细分类科目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明细分类科目也称一级会计科目 

B．明细分类科目是对总分类科目作进一步分类的科目 

C．明细分类科目是对会计要素具体内容进行总括分类的科目 

D．明细分类科目是能提供更加详细、更加具体会计信息的科目 

【答案】 BD 

【解析】 总分类科目是一级会计科目；总分类科目是对会计要素具体内容进行总括分类的

科目。 

  【例 3-5】 （多选题）下列项目中，属于会计科目设置原则的有（    ）。 

A．相关性原则   B．实用性原则    C．合法性原则   D．重要性原则 

【答案】 ABC 

【解析】 设置会计科目时应遵循合法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实用性原则。 

  【例 3-6】 （多选题）下列会计科目中，属于资产类科目的有（    ）。 

A．预付账款    B．预收账款    C．短期借款    D．库存商品 

【答案】 AD 

【解析】 预收账款和短期借款属于负债类科目。 

第二节  账    户 

2-1  账户的概念与分类 

（一）账户的概念 
会计科目只是对会计要素具体内容进行分类核算的项目，不能进行具体的会计核算。为了

连续、系统、全面地记录和反映经济业务的增减变动和结存情况，必须根据会计科目在账簿中

设置账户。 

账户是根据会计科目设置的，具有一定格式和结构，用于分类反映会计要素增减变动情况

及其结果的载体。设置账户是会计核算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账户的分类 
账户可根据其核算的经济内容、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及其统驭关系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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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核算的经济内容，账户分为资产类账户、负债类账户、共同类账户、所有者权益

类账户、成本类账户和损益类账户。其中，有些资产类账户、负债类账户和所有者权益类账户

存在备抵账户。备抵账户，又称抵减账户，是指用来抵减被调整账户余额，以确定被调整账户

实有数额而设置的独立账户。例如，“固定资产”账户反映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累计折旧”

账户反映固定资产因损耗而减少的价值，通过“累计折旧”账户对“固定资产”账户进行调整，

反映固定资产的净值，累计折旧账户就是固定资产账户的备抵账户；又如，所有者权益中的“利

润分配”账户是“本年利润”账户的备抵账户；此外，“坏账准备”等各个减值准备账户也都

属于相关资产账户的备抵账户。 

（2）根据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及其统驭关系，账户分为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 

总分类账户，又称总账账户或一级账户，是根据总分类科目设置的账户。在总分类账户中，

只能使用货币计量单位，它可以提供总括的核算资料和指标，是对所属明细账户资料的综合，

总分类账户以下统称为明细分类账户。 

明细分类账户，又称明细账户，它是根据明细分类科目设置的账户。明细分类账户除用货

币计量以外，往往还需要使用实务计量、劳动计量单位等来计量。明细分类账户提供明细的核

算资料和指标，它是对总分类账户的具体化和补充说明。 

总分类账户和所属明细分类账户核算的内容相同，只是反映内容的详细程度有所不同，两

者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相互核对。总分类账户统驭和控制所属明细分类账户，明细分类账户

从属于总分类账户。 

2-2  账户的功能与结构 

（一）账户的功能 
账户的功能在于连续、系统、完整地提供企业经济活动中各会计要素增减变动及其结果的

具体信息。其中，会计要素在特定会计期间增加和减少的金额，分别称为账户的“本期增加发

生额”和“本期减少发生额”，二者统称为账户的“本期发生额”；会计要素在会计期末的增减

变动结果，称为账户的“余额”，具体表现为期初余额和期末余额，账户上期的期末余额转入

本期，即为本期的期初余额；账户本期的期末余额转入下期，即为下期的期初余额。 

账户的期初余额、期末余额、本期增加发生额和本期减少发生额统称为账户的四个金额要

素。对于同一账户而言，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为： 

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发生额-本期减少发生额 

（二）账户的结构 
账户的结构是指账户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账户通常由以下内容组成： 

（1）账户名称，即会计科目。 

（2）日期，即所依据记账凭证中注明的日期。 

（3）凭证字号，即所依据记账凭证的编号。 

（4）摘要，即经济业务的简要说明。 

（5）金额，即增加额、减少额和余额。 

从账户名称、记录增加额和减少额的左右两方来看，账户结构在整体上类似于汉字“丁”

和大写的英文字母“T”，因此，账户的基本结构在实务中被形象地称为“丁”字账户或“T”

字形账户。 

在借贷记账法下“T”字形账户的格式如图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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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方      账户名称（会计科目）       贷方 

 

 

 

 

。 

图 3-1  在借贷记账法下“T”字形账户的格式 

在借贷记账法下完整的账户格式和所包括的内容如表 3-3 所示。 

表 3-3  账户名称（会计科目） 

年 

月 日 

凭证 

编号 
摘    要 借    方 贷    方 借  或  贷 余    额 

        

        

2-3  账户与会计科目的关系 

账户和会计科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常常将它们不加区别。但从

理论上讲，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账户和会计科目的联系：会计科目与账户都是对会计对象具体内容的分类，两者核算内容

一致，性质相同。会计科目是账户的名称，也是设置账户的依据；账户则是根据会计科目设置

的，账户是会计科目的具体运用。 

账户与会计科目的区别：会计科目仅仅是账户的名称，不存在结构；而账户则具有一定的

格式和结构，并通过其结构反映某项经济业务内容的增减变动及其结果。 

  【例 3-7】 （单选题）某账户的期初余额为 500 元，期末余额为 3 000 元，本期减少发生额为

800 元，则本期增加发生额为（    ）元。 

A．2 200    B．1 700    C．4 300    D．3 300 

【答案】 D 

【解析】 3 000-500+800=3 300（元） 

【解析】 账户是根据会计科目设置的，具有一定格式和结构，用于分类反映会计要素增减

变动情况及其结果的载体。 

  【例 3-8】 （单选题）有关会计科目与账户的关系，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两者核算内容一致，性质相同 

B．会计科目是设置账户的依据 

C．会计科目是账户的名称   

D．会计科目是账户的具体运用，具有一定的格式和结构 

【答案】 D 

【解析】 账户是会计科目的具体运用，具有一定的格式和结构。 

  【例 3-9】 （多选题）关于总分类账户和所属明细分类账户的关系，下列说法错误的有（    ）。 

A．两者反映内容的详细程度有所不同 

B．总分类账户从属于明细分类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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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明细分类账户统驭和控制总分类账户 

D．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相互核对 

【答案】 BC 

【解析】 明细分类账户从属于总分类账户；总分类账户统驭和控制明细分类账户。 

  【例 3-10】 （判断题）账户的四个金额要素包括账户的期初余额、期末余额、本期增加发生

额和本期减少发生额。（    ） 

【答案】 正确 

【解析】 账户的期初余额、期末余额、本期增加发生额和本期减少发生额统称为账户的四

个金额要素。 

综合训练 

一、单项选择题 

1．所设置的会计科目应符合单位自身特点，满足单位实际需要，这一点符合（    ）原

则。 

A．实用性   B．合法性   C．谨慎性   D．相关性 

2．“其他业务成本”科目按其所归属的会计要素不同，属于（    ）类科目。 

A．成本   B．资产    C．损益    D．所有者权益 

3．在下列项目中，与“制造费用”属于同一类科目的是（    ）。 

A．固定资产  B．其他业务成本  C．生产成本   D．主营业务成本 

4．某企业设置了“原材料—燃料—焦炭”会计科目，其中“燃料”属于（    ）。 

A．总分类科目  B．一级明细科目  C．二级明细科目  D．三级明细科目 

5．下列会计科目中，不属于资产类的是（    ）。 

A．应收账款  B．累计折旧   C．预收账款   D．预付账款 

6．“预付账款”科目按其所归属的会计要素不同，属于（    ）类科目。 

A．资产   B．负债    C．所有者权益  D．成本 

7．下列各项中，既属于费用要素又属于损益类科目的是（    ）。 

A．劳务成本  B．制造费用   C．生产成本   D．销售费用 

8．下列不属于总账科目的是（    ）。 

A．“固定资产” B．“应交税费”  C．“应交增值税”  D．“预付账款” 

9．某科目的期初余额为 900 元，期末余额为 5 000 元，本期减少发生额为 600 元，则本期

增加发生额为（    ）元。 

A．3 500   B．300    C．4 700    D．5 300 

10．根据总分类科目设置的，用于对会计要素具体内容进行总括分类核算的账户称为

（    ）。 

A．备查账   B．总账    C．综合账   D．明细账 

11．某账户的期初余额为 1 000 元，期末余额为 3 500 元，本期减少发生额为 1 300 元，则

本期增加发生额为（    ）元。 

A．2 700   B．2 200    C．4 800    D．3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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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各项中，属于账户内容的有（    ）。 

A．账户名称  B．凭证字号   C．摘要和日期  D．金额 

2．以下有关明细分类科目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明细分类科目也称一级会计科目 

B．明细分类科目反映各种经济业务的详细情况 

C．明细分类科目是对会计要素具体内容进行总括分类的科目 

D．明细分类科目是能提供更加详细、更加具体会计信息的科目 

3．下列会计科目中，属于成本类科目的是（    ）。 

A．生产成本  B．主营业务成本  C．制造费用   D．销售费用 

4．下列属于负债类科目的是（    ）。 

A．应付票据  B．应交税费   C．材料成本差异  D．其他应付款 

5．关于总分类科目与明细分类科目的表述，正确的是（    ）。 

A．明细分类科目概括地反映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 

B．总分类科目详细地反映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 

C．总分类科目对明细分类科目具有控制作用 

D．明细分类科目是对总分类科目的补充和说明 

6．以下有关明细分类科目的表述，正确的是（    ）。 

A．能提供更加详细、具体的会计信息的科目 

B．除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设置的以外，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行设置 

C．也称一级会计科目 

D．是对总分类科目作进一步分类的科目 

7．下列账户的四个金额要素中，属于本期发生额的是（    ）。 

A．本期减少金额      B．期末余额  

C．期初余额       D．本期增加金额 

8．下列等式错误的是（    ）。 

A．期末余额=本期增加发生额+期初余额本期减少发生额 

B．期初余额=本期增加发生额+期末余额本期减少发生额 

C．期初余额=本期增加发生额+期末余额+本期减少发生额 

D．期初余额=本期减少发生额+期末余额本期增加发生额 

9．下列关于账户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账户具有一定格式和结构    B．账户是根据会计要素开设的 

C．一级账户以下的账户均为明细账户  D．设置账户是会计核算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判断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    ）总分类科目与其所属的明细分类科目的核算内容相同，所不同的是前者提供的

信息比后者更加详细。 

2．（    ）二级科目（子目）不属于明细分类科目。 

3．（    ）成本类科目包括制造费用、生产成本及主营业务成本等科目。 

4．（    ）在不违反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前提下，明细会计科目可以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的

需要自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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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分类科目对明细分类科目起着补充说明和统驭控制的作用。 

6．（    ）设置会计科目的相关性原则是指所设置的会计科目应当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的规定。 

7．（    ）账户基本结构的内容仅包括增减金额及余额。 

8．（    ）如果某一账户的期初余额为 50 000 元，本期增加额为 80 000 元，本期减少额

为 40 000 元，则期末余额为 90 000 元。 

9．（    ）账户中，上期的期末余额转入本期即为本期的期初余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