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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官厅会计凭证

古代官厅会计凭证的应用发展，经历了经济凭据应用向

原始凭证应用阶段的发展变化。最初的经济凭据在财务收支

活动中仅起书面凭据的作用，在由奴隶制时代的自然经济向

封建制时代的自然经济演进的影响下，凭证逐渐与账目记录

直接发生了联系，它不仅可以作为财物出入的依据，而且也

是会计官厅登记账目、监督检查的依据，并有保管制度。

西周《周礼正义》中记载“法”、“法式”基本内容包括财务

的名称、数量、经济性质、说明事项等。这种会计核算中的

“法”已初步具备原始凭证的内容，并带有“命令”、“文件”、

“制度”的性质，能够起到原始凭证的作用，是会计凭证的开

端。春秋战国时期凭证不仅作为收支的依据，还在于取信，并

作为每一账目处理依据。凭证一般称券、券契或券书，有的一

剖为二，称为“别券”：左券为主要经济凭证，是会计核算的依

据；右券为辅助凭证，供校验用。凭证记录内容一般是：发生

的时间、名称、数量、金额、计量单位。秦汉两晋时期会计凭证

一般称令、律令、致、参办等，出现一剖为三的凭证“参半券”，

既可作为收受财物的凭证，也作为记账依据和监督检查依

据。汉代凭证具有一定的格式，并与财务收支直接相关，有明

确的对应关系，是当时官方具有权威性的原始凭证。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常见的凭证种类有：券、契、抄、牒、傍

等。其中木契是财物支出勘合验证的凭证，符、牒为纸质原始

凭证，傍在宫廷财务核算方面还具有账实相符的控制作用。

北宋时期会计凭证已趋向专用化和规范化，宋朝官厅使用的

与记账直接相关的原始凭证的内容和格式已进一步通过制

度确定下来，在会计核算上，凭证分收、支两类，都是专用性

质的原始凭证，对财物收支控制中的作用进一步突出。原始

凭证或凭据应用手续更加完善，在赋税征收环节实行多种相

对应的原始凭证配合使用，各责任环节的管理具有针对性。

二、商业会计凭证发展

随着商品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和贸易额的快速增加，由

自由贸易和航海形成的商业港口成为地中海地区的经济贸

易中心，商业经济迅速发展，导致自然经济彻底解体，经济环

境的变化直接引起官厅簿记凭证的变化。这一时期，经济交

往中形成的原始凭证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其记载的内容不

断趋于完善，功能进一步增强。商业经济交易活动中产生了

各式各样的原始凭证：合同、协议、托运单、运输单据、海运提

单、多联单据、租金、各种银行票据和商业票据等。旧时商业

票据形式有汇票、本票和支票三种，汇票最早出现具有汇兑

功能，随时间推移，信用功能变得越为重要；本票与交易合约

一样，是一种支付承诺。运输单据记录货物的状态并且作为

货物的收据、运输合同的证明，转让时还作为货物的权利凭

证。多联运单据提供货物种类、标志、件数、重量、数量，通过

联次控制起到监督核对的作用。

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的演进，促使复式记账产

生，记账凭证出现。在商业实践中，先后出现了“三脚账”、“龙

门账”、“四脚账”。四脚账有两种形式，形式一记载的为竖式，

文本以横式显示（如图），表明向某甲购白米百担，价款 1 200

元，售给某乙白米百担，价款1 250元。形式二，每笔账的对应

账户都有各自的金额（如图），类似于现在转账凭证的做法。

1494年，帕乔利提出复式记账原理，一笔业务等额记入

对应账户，从而能够反映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便于检查记

录的正确性。蔡锡勇在《连环账谱》中率先将西方复式簿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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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引进，谢霖在《银行簿记学》中引入传票运用方法，将传

票划分为：收入传票、支出传票和推收传票三种。潘序伦把会

计凭证明确地分为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两大类，并根据借贷

簿记的做法，把记账凭证划分为收入传票、支出传票和转账

传票，进一步对转账传票进行区分，按借贷分别设计了借方

转账传票和贷方转账传票。

记账凭证发展主要经过“单一科目传票制”和“记账凭证

制”时期。“单一科目传票制”时期仅以传票传递甚至不做传

票，直接根据原始凭证登记日记账、总账、分账和备查账。“记

账凭证制”时期使用过三种不同格式的记账凭证：一是传统

的记账凭证，一方只有单一科目的记账凭证，不能多借多贷，

期末以主体科目分别汇总后登记总账；二是通用记账凭证，

随着商品交易的多样复杂，传统的记账凭证已无法使用，通

用记账凭证便出现；三是增减记账法的记账凭证，资产分为

“来源和收入”及“占用和支出”两类，每类又分为“增加”、“减

少”两种性质，记账凭证有不同性质的四栏，其记账原则是

“同类科目有增有减，异类科目同增同减，增减数额相等”。

“记账凭证制”在会计核算中根据会计制度的变化和各个时

期的特征，自身也不断变革、不断完善。

三、工业会计凭证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各种新技

术、新发明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会计核算也变得相对复杂起来，形成相对完整的会计系统。

在计算机还没有出现之前，会计人员手工处理会计信息，依

靠纸质凭证、账簿和报表来传递信息。这时原始凭证趋于规

范，既有来自企业外的手工原始单据，如购货发票、订货单、

各类票据、银行通知单、运货单等，也有来自企业内不同部门

的原始单据，如收料单、领料单、产品入（出）库单、成本计算

单、折旧计算表、工资分配表等。原始凭证作为经济活动的载

体，一方面是记录经济业务发生，明确经济责任，另一方面实

现信息交换和传递。各原始凭证获取后，财会人员据其填制

和审核记账凭证，作为后续会计信息处理、输出的依据。

20世纪中期，计算机的诞生给会计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随着会计电算化的推广实行，大多数企业也由手工记账

改为电脑记账，相应的记账凭证也由电脑制作，各类会计凭

证和报表的生成方式、会计信息储存方式和储存媒介发生了

改变。首先，会计凭证的形式、种类数量改变。记账凭证电子

化，部分原始凭证也电子化；会计凭证除了财务人员手工处

理的凭证外，还有应收、固定资产、人力资源等其他子系统生

成的凭证，凭证的种类、数量大大增加。其次，凭证的收集方

式实现了多样化，计算机可以自动收集来自生产、销售、采

购、存货、工资、固定资产子系统传来的机制凭证数据，也可

以半自动地收集来自财会人员录入的凭证数据。电算化会计

信息系统中，记账凭证实质上是对原始业务数据的会计组织

和确认，原始信息输入系统后，计算机会按预制的规则自动

生成记账凭证、账簿和报表，只要原始信息真实可靠，输出的

信息质量就能得到有力保障。记账凭证是原始经济信息和会

计信息的衔接点，是数据查证的最根本的依据。

电算化会计系统对原有手工会计系统下的会计凭证产

生了极大变革，但仍存在局限性：凭证记载的内容不丰富，不

能全面反映经济业务活动信息；会计信息采集与处理不及

时，数据通常是业务发生后采集，而非实时采集；在会计凭证

的处理上仅停留在记账凭证传输的水平上，原始凭证处于整

个会计信息系统之外；记账凭证手工录入，限制会计数据处

理自动化，不利于提高会计核算工作效率。

四、电子化会计凭证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计算机、数据库以及网络传播技

术等日益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会计、网络财务

及XBRL出现，相应地，会计凭证也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

变化完善。信息化环境下，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电子商业系

统、海关系统、税务系统、运输系统、电子兑换系统等将被广

泛使用，计算机会计信息系统能够自动收集来自各种系统的

电子凭证数据（如电子订单、货单、付款单、收据、发票、银行

结算单等等），并保存在会计信息系统的凭证数据库中。

目前，网络发票已全面推广实施，它是纳税人通过互联

网利用税务机关提供的发票在线应用系统开具的发票。网络

发票系统统一设定发票种类、式样、规格和填开标准，纳税人

登录网络发票管理系统，选择发票种类，在显示的电子发票

界面输入名称、金额等相关发票信息，点击打印获得网络发

票并生成唯一的网络发票号。在开具网络发票的同时自动生

成一份电子发票，存于税务系统中，形成网络发票数据库。网

络发票作为重要的外来原始凭证，它的推广应用，一方面将

大量的人工操作变为计算机自动处理，提高效率，减少人为

主观判断和操作失误带来的会计信息失真；另一方面，网络

发票的内容和格式都比较规范，我们可以利用中间软件，将

网络发票与企业财务信息系统对接，网络发票开具后，数据

信息直接进入财务系统，自动生成记账凭证，会计实现自动

化智能化。二维码防伪验证技术在网络发票中的运用使用户

可随时查证发票真伪，经济交易活动更加透明。从信息化角

度看，现有网络发票的部分数据还需手工录入，在不久的将

来，网络发票上的各项数据可以通过互联网实时获取，全网

数据共享，计算机自动处理账务，真正实现无纸化办公。

网络发票的进阶版是电子发票。信息化环境下，电子原

始凭证实质上是电脑存储介质中的一组数字信息。它通过计

算机相应程序编码及网络技术达到电子原始凭证的形成、储

存以及传递。计算机自动获取各种会计原始数据、编制电子

记账凭证，并保存在凭证数据库中。电子记账凭证作为会计

信息的重要载体之一，是由财务软件根据会计规则及业务处

理流程，自动生成的一种数据输出形式。

主要参考文献

郭道扬.会计史研究：历史·现时·未来·第三卷.北京：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