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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4年意大利人卢卡·帕乔利的著作《算术、几何、比及
比例概要》出版以后，欧洲产生了各种借贷学说，其中最有代

表性的是“拟人学说”，即将非人名账户人格化，假定其为人，

以人定借贷。19世纪末出现了一种思想，认为人的关系不能
代表一切，反对拟人学说，提出“静态学说”。早期的静态学说，

主要是从会计等式的研究入手，提出会计方程式和借贷记账

方法，完善会计核算体系。进入 20世纪后，静态会计日益完
善，逐渐在会计目的、资产计价及计价原则等方面形成系统的

学说。

一、静态会计说的主要观点

1援 二账系学说。二账系学说的创始人是瑞士学者弗里德
里希·霍格利和德国学者约翰·弗里德里希·雪尔。1887年，霍
格利出版《簿记的体系与形式》一书，反对“拟人学说”，他认

为簿记的目的不是记录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而是记录企

业财产的构成部分和变动状态。

1890年，雪尔出版《簿记理论》一书。他把账户分为财产
记录与损益记录，财产分为积极财产与消极财产，即资产与负

债；损益记录指纯财产，即资本与损益。在簿记记录中，用方程

式“资产-负债=资本”来说明，等号的左边以“借”为主，积极
财产的增加用“借”记录，减少用“贷”记录；等号的右边以“贷”

为主，资本的增加用“贷”记录，减少用“借”记录。由于负债属

于消极财产，所以负债的增加等于积极财产的减少，用“贷”记

录，反之用“借”记录。同理，纯财产属于资本范围，以“贷”为

主，使纯财产增加的收益用“贷”记录，使纯财产减少的损失用

“借”记录。

二账系学说认为资本循环经历了从货币开始到货币结束

这样一个不断往复的过程，在此转变过程中，资本是以各种资

产的形态出现，所以在某一特定时间，任何企业的资产绝非纯

货币，必然是各种形式的资产。

2援 一账系学说。一账系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德国会计学者
曼弗雷德·伯利纳。1893年伯利纳在《簿记与资产负债表论》
一书中指出，簿记工作进行的全过程集中表现为营业财产的

记载，即对于各种财产，以开始的借贷对照表为依据，在总账

中分别设立账户，随后关于财产增减变化，则在总账各账户内

加以记录。会计科目有积极与消极两大类，积极部分包括各种

资产，消极部分包括各种负债与资本。为什么负债与资本同属

于消极部分呢？伯利纳认为私人财产应区别于企业营业财产，

因此站在企业的立场而言，资本也属于负债的性质，不过负债

是对外的负债，而资本则为对内的负债而已。簿记处理中，他

以数学中的正号表示积极部分，以负号表示消极部分。至于积

极部分的减少，则视为“负”的计算项目；消极部分的减少，则

视为“正”的计算项目。虽然科目分成两部分，但借贷法则仍然

是一元的，即无论任何账户，借记“正”的项目，贷记“负”的项

目。因此，伯利纳最终认为，从把握财产变化出发，仅设置一个

账系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再设另一账系，这便是一账系学说命

名之原因。

3援 借贷对照表说。借贷对照表说的代表人物是德国会计
学者海因里希·尼克秀。尼克秀认为一账系学说将资本视同负

债，这与资本的本质不符，而二账系学说认为资本是资产减负

债的差额也太狭隘。因为企业赖以活动的负债与资本都应理

解为“资本”，其中：有自己投入的资本；有向他人借入的资本，

这种向他人借入的资本，就是债务。在资本运用的过程中，并

不区分哪些是自己的资本、哪些是借入的资本。所以尼克秀把

原始资本与负债合并，就成为企业的运用资本；而与这种资本

相对立的，就是一切实际财产。财产为企业运营的基础，资本

为财产价值的名目计算，而用以表示这两个不同系统的载体

就是借贷对照表。

4援 等式说。借贷对照表说传入美国后，威廉·安德鲁·佩
顿和罗伊·伯纳德·凯斯特等取其理论精华，提出了“等式说”。

他们认为，企业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与业主的人格应当分离。

资产为企业所需的经济资源，这种资源来自业主或债权人，换

句话说，资产为营业的工具，负债与资本为资产的来源。债权

人与股东既然供给了营业工具，就有支配的权利。

佩顿主张将负债与资本统称为“产权”，其公式为“资产=
产权”。资产与产权实为一物的两面，所以始终相等。企业利用

资产所发生的经济行为有：第一，资产同值的交换；第二，产权

同值的交换；第三，资产增减，引起产权同值增减 。

凯斯特则将产权明确分为负债与资本，认为自原始投资

静态会计说的形成与发展

谢海洋

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武汉 430073冤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静态会计说形成阶段的主要流派，然后总结了静态会计说的理论核心，最后分析了静态会计

说对现代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以期为有关方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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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不论会计事项的形式如何，总可缩成基本方程式：资产=
负债垣资本。产生损益，势必影响资本的数额，换句话说，收益
使资本增值，损失使资本减值。所以，可将以上方程式写成：资

产=负债垣（资本垣收益-损失）。
5援 三账系学说。该学说的创始人是德国著名学者弗里德

里希·莱特。莱特认为，复式簿记所坚持的根本原则在于，运用

特殊的账户形式系统地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与资本的价值

及其变动状况，以此明确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业绩 。而上

述数据最终都要汇集到“借贷对照表”与“决算借贷对照表”

中。企业财务状况变动不外乎三种，即资产与负债之变动、资

本量之变动以及资产、负债与资本同时变动。这三者之间的互

动必然会产生双重作用，而通过账户形式来表现这种双重作

用，便是复式簿记原理的关键所在。一切账目的借贷增减都是

遵循这种规律进行的，最终的两表编制也不例外。

此外，三账系学说特别注意损益的双重计算。计算损益的

第一个方法是将期初资本与期末资本相比较，以求出纯损益

额，这是在借贷对照表中运用的方法；第二个方法是将各损益

科目相比较，以求出纯损益额，这是在利润表中运用的方法。

这种注意损益双重计算的观点，给后来的动态学说带来了思

想上的重要启示。

6援 资产负债表学说。资产负债表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德国
律师赫曼·法伊特·西蒙。他认为资产计价是会计的重心，它通

过整个企业的潜在价格确定。这个潜在价格原则上表示在购

入整个企业时所支付的数额，简称为企业价值。除了自有资本

项目，其余贷项反映着负的收益价值构成。对收益产生负面影

响的项目要记作负债，即负债是符号相反的资产。在计价原则

方面，西蒙认为资产应该以个别价值来反映，并且对于不同资

产采用不同的计价方法。这一思想体现了会计计量应从单一

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发展到多重计量属性。收益确定是资产

计价的副产品，是净资本的增长（除资本自身的变动外）。资产

计价的高低，直接影响净资产的变化，从而决定收益的高低。

资产计价时选择不同的计量属性，这对收益确定的影响也是

极大的。

二、静态会计说的理论核心

第一，静态会计的出现和发展是历史的产物。会计对象从

单式簿记时的财产演变到复式簿记时的资产和权益，基本目

的从单纯记录财产的状态发展到除此之外的受托资产的经营

责任的明确、权益价值的界定等，资产经营的结果始终是会计

反映的主要信息。因为资产负债表反映的信息是经营一段时

期后各表内项目的一个时点余额，因此其“静止”的特征是明

显的。

第二，静态会计说认定企业的各种会计事项并非全部都

反映人与人之间的权责关系，而为一定物量的增减变化关系，

因此坚决反对过去的“拟人学说”，这确实使会计理论大大前

进了一步。

第三，静态会计说中关于每笔分录必须平衡、关于账户发

生额及余额的试算平衡、关于平衡表（借贷对照表、资产负债

表）的编制等，都能反映资本的相对静止的平衡状况。其根据

“资产=负债垣资本”方程式移项原理说明借贷原理，是合乎客
观实际的。

第四，静态会计将会计的内容看做是存量而不是增量，

“资产”和“资本”用来表示存量。其会计目的是在结账日确定

资产和负债，还包括确定自有资本（净资产）的余额。通过比较

两个不同的结账日的净资产，可以将净资产变动看做是损益。

从静态角度看，利润的确定是资产确定所必然产生的负产品，

要正确确定利润，必须正确确定资产。由此可见，静态会计具

有正确确定资产和利润的双重目的，因此进行资产计价从而

产生资产负债表是静态会计的重心。

三、静态会计说对现代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

1援 在对静态会计说批判的基础上产生动态会计说。静态
会计说是从静态角度看待借贷复式簿记理论与实务，而对资

本运动认识不足。随着对静态会计说的批判，动态会计说应运

而生。动态会计说注重资本的价值运动与资本在企业内外部

的循环，强调资本投入对利润的追求，把损益计算放在十分重

要的位置，把对业主权益的维护与保障放在资本的各种方式

的运动过程之中，力求进行全面、正确而系统的反映和监督。

2援 在静态会计说和动态会计说的基础上产生收益确认
的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现代会计认为，财务会计的对象

是企业的价值运动。从价值运动的静态观来看，反映企业某一

时点所拥有的资源及其来源（即价值存量）的要素有资产、负

债和所有者权益；从价值运动的动态观来看，反映企业某一期

间经营活动（即价值流量）的要素有收入、费用。价值存量和流

量构成企业价值运动的不同方面，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转化，

都可以用来确定企业的收益。因而形成了两种收益确认观：资

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

资产负债观是通过计量企业价值运动的结果，将期末的

净资产与期初的净资产进行比较，扣除本期业主交易对净资

产的影响后确定收益；而收入费用观则是通过计量企业价

值运动过程中发生的收入和费用来确定企业的收益。

由于资产负债观理论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大大增

强，以资产负债观理论作为会计准则制定的指导思想已经被

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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