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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式记账法是会计核算的基础，产生于 13 ~ 15世纪意大
利诸联邦的商业实践活动。复式记账法自产生以来，对其原理

的解释就备受中外会计界的关注。会计界提出了种种学说，试

图完整、深刻地解释复式记账法，“拟人说”是其中之一。

一、“拟人说”的产生与发展

1.“拟人说”产生的历史背景。12 ~ 13世纪间，意大利威
尼斯的民间借贷行为十分普遍，“借主贷主说”随之产生，会计

按“借主”、“贷主”设置账户，并出现了“（借主）现金=（贷主）
资本”的会计等式。后来，这种记账法流传到意大利其他城市，

并出现了一些变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增设了商品账

户。然后，记账方式由“叙述式记账法”改为“符号数码简明记

账法”，以便查对和结账。最后，由于“上借下贷”式账簿在交易

频繁时无法预留足够的空白，因而改为“左借右贷”式账簿，以

便分别记账，也更便于加总和结账。在这些发展和变化中，商

品账户的增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财

产物资进一步“人格化”，即商品账户按“商品保管人”设账，固

定资产账户按“固定资产保管人”设账等，由此“借主贷主说”

扩展为“拟人说”。

1494年，意大利威尼斯在货币业务和借贷行为方面得到
了进一步拓展，资本主义工业也得以发展，海外贸易因哥伦布

发现新大陆和新航线的开通而风起云涌。此时，卢卡·帕乔利

将“借主贷主说”和“拟人说”合为一体，增设了资产、资本、费

用、损益等账户，提出了“一个人所有财物=其人所有权总值”
的会计等式，丰富和发展了“拟人说”。

2.“拟人说”创立的实践基础。“拟人说”创立的实践基础
来自于 13世纪末至 14世纪初佛罗伦萨某商店的簿记，其进
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淤在账簿设置方面，初步有了日
记账、分录账与总账设置的区别；于在总账的分类记录中，既
设置了商品贸易的虚账户和个人往来账户，也设置了小额费

用账户和硬币账户等虚账户，账户设置得更加科学；盂从人名
账户设置发展到物名账户设置，如靴帽、被服与杂货等都开设

有专门账户，从而打破了以往银行账户设置的局限性；榆在账
户设置方面的特别进步表现在已有部分损益账户的设置上，

如包括利息在内的费用账户与经营成果账户的设置，这种实

质性进步影响深远；虞在记账符号上，“借主”与“贷主”的含义
开始向单纯作为记账符号的方向演变。

二、“拟人说”的各学派及其主要观点

1.“拟人说”的学派之一———“人的一科目说”。卢卡·帕
乔利在《簿记论》中指出：当一个人最初以现金作为资本投入

企业时，他“必须学会使用两个术语：一个称为‘现金’，另一个

称为‘资本’”。一个分录要记两个账户，代表借主的账户=代
表贷主的账户。在卢卡·帕乔利的《簿记论》问世之后，这种账

目处理规律使“拟人说”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之后，意大利学

者卢多维科·佛罗里在《复式账簿记载法论》中进一步将一

切实物人格化，对物名账户的设置也依照人的立场处理。由于

这种学说主张把人名账户与物名账户看作一个系统，按照这

个系统去编制平衡表、处理损益问题，从此产生了“人的一科

目说”。

到 19世纪初，“人的一科目说”经德国、意大利与法国学
者的研究已发展完善。法国学者曾提出“五科目论”，“五科目

论”主张“先将账户分成一般账户与人名账户两类，其中一般

账户包含商品、现金、应收票据、应付票据与损益五种实物账

户。无论人名或实物，凡为受者，记入借方，凡为授者，记入贷

方。”把五种实物科目人格化，加上人名账户，统一取人的形态

表现，可见，这是“拟人说”的发展形态之一。

2.“拟人说”的学派之二———“人的二科目说”。19世纪下
半期，“五科目论”遭到一些法意学者的批评，并由此出现了

“三记式簿记学派”。1878年，吉米赛佩·切尔博尼的《三记式
簿记法》一书问世，全面阐述了这一学派的观点。该书阐明，企

业在经营活动中至少存在四种人格，即所有者、管理者、代理

人和雇主，簿记上的所有账户都是为管理者以外的三种人所

设，其账务处理遵循两条法则：一是业主对于企业所有的财产

而言，处于债权者地位，故凡投入资本额，记入业主账户的贷

方；二是企业对于企业主而言，处于债务人地位。通常，代表企

业者存在两种人格：一为代理人，二为雇主，故企业所支配的

价值，诸如现金、商品等，应视同其所委托，当记入借方。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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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会计学的簿记理论发展史上，“拟人说”是复式记账法产生初期用来解释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簿记理论。本

文从“拟人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入手，分析其实践基础及主要流派，阐明了“拟人说”的积极意义在于用借主、贷主观念阐释

借贷法则，并为后续会计簿记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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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与企业发生的债权与债务，均视同雇主委托，因此，凡债

权人记入账户的借方，债务人记入账户的贷方。为反映企业主

与企业的对立统一关系，“三记式簿记学派”建议分由两个科

目系统来处理，学术界将其称为“人的二科目说”。

3.“直接说”与“间接说”。“直接说”认为各个人格关系所
产生的借贷关系都是直接的，除当事者外，无第三者参加。该

学说的代表伍利曼学者认为，“今以现金购买商品为例，账簿

上是借记商品与贷记现金，这并不是说收入商品与付出现金，

而是金库（现金科目）代商品科目付款的结果，故金库为债权

人，商品科目为债务人”。

“间接说”则认为，除了当事者外，还有第三者参加。该学

说认为，“在账簿上，常人忽视资本主自身的作用，例如，有人

付资本主一定现款，常人以为受者非资本主而为现金科目，实

则现金科目不过是代资本主收受而成为资本主的债务人”。资

本主是居中划账的人。

源.“法权理论”。除了“直接说”和“间接说”外，还有一种
“法权理论”学说。该学说认为，一切经济业务都会使当事人的

权利和义务发生变化。为了记录经济业务而建立的会计账户

应当反映“当事人”（拟人）的相互关系：一方是权利，另一方是

义务，如购进是物资账户欠债权人账户。所以，各账户分别代

表一定的“人”（人格化），各种物资账户就是代表物资保管人

的账户。“法权理论”学说将账户分为三类：淤占有者账户，如
资本账户、损益账户；于中间人账户，如现金、商品、设备等账
户；盂对方账户，如债权人、债务人等结算资金账户。经济业务
发生后有利于资本主的记借方，不利于资本主的记贷方。而企

业在实际经营活动中，至少存在四种人格，即所有者、管理者、

代理人和雇主，簿记上的所有账户都是为管理者以外的三种

人所设。

三、继“拟人说”之后的其他会计理论

1.“拟人说”的主要特点。“拟人说”强调“业主权理论”。
在“拟人说”之后发展起来的“物的二科目说”、“借贷对照表

说”，以及“资本循环说”等，都是围绕“业主权理论”，从方法、

技术研究层面上展开而形成的。可见“业主权理论”是建立簿

记理论的核心。《簿记论》是“业主权理论”的立论之源，此后，

基于业主财产关系的商业交易分析与簿记分析成为支配复式

簿记理论发展的主线，一直贯穿于簿记学和会计学发展变化

的始终。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拟人说”是唯心的。该学说把毫

无生机的和绝不会有人格存在的物假定存在人格，以定借贷，

其违背事实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其借贷法则的根源不

太容易理解。

2.“拟人说”的消亡。19世纪中期，英国初步完成了产业
革命，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新型经营形式迅速发展，公司间发

生的许多经济关系进一步被物所掩盖，并作为物和虚拟资本

出现，这使得拟人化记账理论失去了存在的客观条件。而且，

借贷作为抽象的记账符号被人们普遍接受后，“拟人说”失去

了积极意义，其逐渐被静态学说和动态学说取代。

1818年，英国出版的《簿记新法》一书提出用“正财产”和
“负财产”来解释借贷记账原理，从而完全脱离了“拟人说”，进

入了账户的“物的理论”阶段。从“拟人说”到“物的理论”，是簿

记理论的一大进步。到 20世纪初，借和贷最终成为单纯的记
账符号，复式簿记方法已臻完善。

3. 其他会计理论的兴起。
（1）“二账系”学说（又称“物的二科目说”）。1887年，霍格

利出版了《簿记的体系与形式》一书，他指出：“簿记之目的无

非用于记录财产之构成部分及其变动状态。”故应当注意对财

产物资的变化及其变化结果的研究，而簿记也应当把财产物

资变化及其结果作为系统反映与监督的重点。霍格利的学说

引起了德国著名会计学者 J. F. 雪尔的共鸣，雪尔正是在霍格
利簿记学说的启示下，进一步推动了该学说的发展，并与霍格

利共同成为“二账系”学说的创始人。

（2）“一账系”学说（又称“物的一科目说”）。该学说的创立
也源于早期针对“拟人说”的批评，其研究试图从根本上推翻

“拟人说”的理论基础。1893年，曼弗雷德·伯利纳的《簿记与
资产负债表论》问世，随即此书被公认为“一账系”学说的代表

性著作。该学说认为，簿记工作进行的全过程集中表现为对财

产的记录，对于各类财产状况的记录，是通过在总账中设置专

门账户表现的。具体而言，总账中的账户设置方法是以开始的

“借贷对照表”为依据确定的。此后对财产的增减变化，都在总

账内各账户中相应反映出来。

（3）“资本循环说”。1920年，巴比的《复式记账原理》出版，
一反“拟人说”与静态学说的基本观点，创立了“资本循环说”，

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其对资本概念及其所包括的内容作出

解释，将资本视作供企业营利使用的一种来源。巴比认为从资

本本源上来看，可将其分为三种：自我投入资本；向外部借取

的资本；企业可再投入的利得。而从资本的形态上来看，又可

分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两大类，然后还可按这两大类作进

一步的区分。巴比认为，无论是进行核算还是进行管理，科学

地进行分类是把握资本循环的关键。根据上述原理，他把全部

账户划分为资本来源与资本占用形态两类，而又把每一账户

分解为“入口”与“出口”两方，其“入口”设于账户的左方，与借

方记录相一致，而“出口”则设于账户的右方，与贷方记录相一

致。从总体上来看，体现为资本占用形态系统之下的一账户之

出与资本来源系统之下的一账户之入，两者在循环运动中必

相一致。

基于对早期出现的“拟人说”的批评，在德国产生了一系

列簿记学说，它们相互传承，既发扬各学说之精华，又弥补各

自的不足之处，并结合实际创建了新的簿记学说，形成了具有

“大陆会计”特色的理论体系与方法技术体系，对其后英国、法

国、美国、日本等国的相关理论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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