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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脚账的账簿设置与记账规则

三脚账是我国固有的一种记账方法，又称“跛形账”，之所

以叫做“三脚账”，是因为对于转账一类的业务分别用两笔分

录记入相对应的不同账户中，此为“两脚”，而对于涉及现金的

业务只用一笔分录记入与现金对应的账户中，此为“一脚”。三

脚账一般设置草流（或称花账）、细流、总簿。其中“草流”是在

经济业务发生时进行初步记录，相当于现代的原始凭证；“细

流”即流水账，相当于现代的日记账；总簿是根据细流的数据，

加以归纳整理所登记的账簿，相当于现代的总分类账。三脚账

的记账规则是，上下登记，以来（收）、去（付）为记账符号，其中

账簿的上方登记来（收）账，下方登记去（付）账，或者采用“来

高去矮”的方式进行记录。如前所述，三脚账的登记方法为，若

经济业务不涉及现金或存款的收付，则在流水账中用两笔分

录分别在对应的账户中进行登记，若涉及现金或存款的收付，

则只在流水账中登记与现金等相对应的账户，对于现金等科

目则省略不记，直接由流水账结出现金余额。

二、三脚账体现了复式记账法的根本特征

一种记账的方法是否属于复式记账法，判断的根本依据

是看其是否具有复式记账法的根本特征。现在学术界关于复

式记账法的根本特征还存在着一些争论，但是最基本的一条

特征已经达成了共识，即复式记账法的根本特征是，对于同一

笔经济业务，以相等的金额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

账户的不同方向进行登记，以反映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

三脚账中的转账业务的记录方法是符合复式记账法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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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中国的三脚账是否是复式记账法，学术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论。本文从记账法的形式与实质的角度，采用比

较研究的方法，对三脚账与 13世纪佛罗伦萨复式记账法、中世纪意大利城邦银行账、德国的复式记账法等进行比较，论证
了三脚账是完全的复式记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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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其调整原理与方法同首期的情形盂，但此时应将“所得税
费用”账户替换成“未分配利润———年初”账户。榆对子公司评
估贬值的长期资产本期应冲减折旧或摊销的调整。其调整原

理与方法同首期的情形于。虞对本期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的
调整。其调整原理与方法同首期的情形盂。

例 2：承例 1，假定投资当日 B公司某项管理用固定资产
公允价值为 100 万元，账面价值为 200万元，其他条件同例
1。要求：在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分别做出 A公司在 2012年年
末、2013年年末和 2014年年末编制合并工作底稿时的有关
调整处理。

A公司编制合并工作底稿时的调整处理如下：
（1）2012年 12月 31日（购买日）：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5

（100伊25%），资本公积 75［100伊（1原25%）］；贷：固定资产 100。
（2）2013年 12 月 31日（购买日后首期）：淤对子公司评

估贬值固定资产公允价值的调整。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5
（100伊25%），资本公积 75［100伊（1原25%）］；贷：固定资产 100。
于对子公司评估贬值固定资产本期应冲减折旧的调整。借：固
定资产———累计折旧 20；贷：管理费用 20（100衣5）。盂对本期

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调整。借：所得税费用 5；贷：递延所得
税资产 5（20伊25%）。
（3）2014年 12月 31 日（购买日后以后各期）：淤对子公

司评估贬值固定资产公允价值的调整。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5（100伊25%），资本公积 75［100伊（1原25%）］；贷：固定资产
100。于对子公司评估贬值固定资产上年应冲减折旧的调整。
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20；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20
（100衣5）。盂对上年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调整。借：未分配
利润———年初 5（20伊25%）；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5。合并上述
于盂两笔分录：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20；贷：未分配利
润———年初 15（20原5），递延所得税资产 5（20伊25%）。榆对子
公司评估贬值固定资产本期应冲减折旧的调整。借：固定资

产———累计折旧 20；贷：管理费用 20（100衣5）。虞对本期转回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调整。借：所得税费用 5；贷：递延所得税资
产 5（20伊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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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征的，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郭教授认为，三脚账是不完

全的复式记账法的原因就在于，现金收支事项只记录现金收

支的对方，现金的收支略去不记，这是单式记录。笔者认为不

妥。判断三脚账是否属于复式记账不能只看它的外在形式，而

要看它的实质内容。虽然，三脚账在现金收支的业务上只是对

现金的对方科目进行了登记，对于现金科目省略不记。但是我

们可以从三脚账中现金业务的登记中了解到每一笔现金从哪

里来的，或者到哪里去了，这样就可以体现资金的运动方向，

反映经济业务的实质内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单式记账具有

如下的特征，即一般只登记现金或银行存款的收付的业务和

各种人欠或欠人的往来款项，如用现金购买物品，则只登记现

金账的减少，并不登记物品的增多。然而三脚账的现金业务的

记录方式是只记录现金的对应科目，对现金科目省略不记，因

此三脚账中现金收付业务的处理方式是不符合单式记账法的

特点的。综上，笔者认为，三脚账完整地反映了经济业务的实

质，符合复式记账法的特征，是完全的复式记账法。

三、三脚账与其他记账法的比较

1. 三脚账与 13世纪佛罗伦萨复式记账法的比较。关于
复式记账法产生于何时何地，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其产生于

13世纪的意大利的佛罗伦萨。郭教授用银行转账业务的例子
来说明复式记账法：客户卢维索蒂 2 月 5 日存款 4 000杜卡
特；客户卢维索蒂 2月 28日取款 5 000杜卡特。其账面记录
如下：

按照郭教授的观点，以上的实例是一种完全的复式记账

法，笔者认为，以上的经济业务实质上是一种现金收付的业

务，记账时并没有对现金账户进行记录，只是对现金的对应账

户（即“人名”账户）进行记录。从形式上看是单式记录，但是从

实质上来看，其是一种复式记账法。将我国的三脚账中现金业

务的处理方法与以上例子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记账的

方式上是相同的，都是只记录现金的对应科目，只是在记账符

号上有所区别，三脚账用“来”、“去”作为记账符号，佛罗伦萨

用“借”、“贷”作为记账符号。因此，笔者认为，既然佛罗伦萨银

行业的记账法是一种复式记账法，就不能仅仅从记账符号的

不同而否认中国固有的三脚账是完全的复式记账法。

2. 三脚账与中世纪意大利城邦银行账的比较。从 A.C.
Littleton 著的 Accounting Evolution to 1900 的 35 耀 36 页中，
可以发现中世纪意大利城邦银行账的实例，如下表所示：

将上述实例与我国的三脚账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两者的

记账规则是完全相同的，对于不涉及现金的转账业务用两笔

分录在对应的两个账户中以相等的金额进行记录，而对于现

金收付的业务，则只在与现金相对应的账户中以一条分录进

行记录。因此，三脚账应该是一种完全的复式记账法。

3. 三脚账与德国的复式记账法的比较。笔者除了将三脚
账与意大利的记账法进行比较以外，还将三脚账与 18世纪在
德国普遍使用的现金日记账进行了比较，如下表所示：

从上面的日记账中可以了解到，在 18世纪德国商人使用
的现金日记账中，每一笔现金收付的业务是只用一笔分录在

对方的科目进行登记，这样的处理方式与我国三脚账的处理

是完全相同的，既然 18世纪德国商人的记账方法是学术界认
可的复式记账法，那么，一些学者怎么能够否认和它方法相同

的三脚账是一种不完全的复式记账法呢？

4. 三脚账与我国现行收付记账法的比较。在我国的预算
会计实务中，曾使用过一种名为“收付记账法”的复式记账法，

这种记账法以“收”和“付”为记账的符号，反映经济业务的来

龙去脉，根据记账的主体不同，分为资金收付记账法、财产收

付记账法，现金收付记账法，每种收付记账法均设立三类账

户，即来源账户、运用账户和结存户。收付记账法的记账规则

是：同收同付，有收必有付，收付必相等。具体来说，当来源账

户或者运用账户分别和结存账户发生对应关系时，要同时在

两类账户中以相同的记账符号和相等的金额进行记录，即同

收同付；当来源账户与运用账户之间发生对应关系时，则以相

反的方向和相同的金额进行记录，即有收有付。由以上分析可

知，对于资金收付的业务，形式上是在两个账户中进行了记

录，从实质上看只记录了一笔分录，即只记录资金或财产的来

源或者是运用，但是我们都能理解整个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

对于转账业务的处理是有“收有付记”两笔。这样的记账方法

与三脚账的现金业务记一笔，转账业务记两笔的记账规则是

一致的，因此就不能否认三脚账是完整的复式记账法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实质重于形式的角度，并且将三

脚账与其他公认的复式记账法进行比较，可以得出结论：中国

固有的三脚账是一种完全的复式记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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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维索蒂

借 渊2冤 5 000杜卡特
贷 渊1冤 4 000杜卡特
余 3 500杜卡特

渊3冤安东尼应给我处200元
抵本日范西柯债务转销200元
渊2冤范西柯应给我处200元
抵本日借给他200元

渊1冤安东尼应有200元
抵本日存我处200元
渊3冤范西柯应有我处200元
抵本日安东尼债权转销200元

摘 要

期初余额

商品

应收账款

合计

金额

3 000
600

1 000
4 600

摘 要

商品

应付账款

商品

合计

期末余额

金额

500
2 000

400
2 900
1 700

日期

3 1
10
20

日期

3 1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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