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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我国凭证、账簿体系之设想

【摘要】我国现有的凭证、账簿体系与西方会计的主要区别在于会计分录填制在记账凭证而非分录簿上，这与会计改

革的国际趋同做法及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相悖，同时也不利于业务的集中反映、查询和保管。本文提出借鉴西方会计的

做法，以分录簿替代记账凭证，从而实现我国会计核算形式与国际的接轨，使会计核算在处理原始数据首次转化为会计信

息上更为合理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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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之初，我国会计改革跨入了一个新时期，特别是

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会计改革进

入了更为纵深的发展时期，会计的国际接轨成为主流。但就会

计核算中的账务处理程序层面看，虽然报表环节因《企业会计

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的颁布而发生了较大的变

动，但整个核算程序的前两个环节即凭证、账簿组织及形式一

直是改革的空白点，其直接的后果是凭证、账簿体系成为会计

改革的一个滞后领域，是未来会计实务工作改革的一个重要

方面。

一、我国现行的凭证、账簿体系

我国现行的账务处理程序由凭证、账簿、报表组成：淤凭

证按填制的程序和用途不同分为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两种，

原始凭证也称为业务单据，是经济业务发生或完成时取得或

填制的，证明经济业务发生或完成情况的书面证明；而记账凭

证是会计人员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或原始凭证汇总表填

制的、明确业务会计分录内容的会计凭证。可见，记账凭证的

核心就是明确会计分录。记账凭证及所附原始凭证或原始凭

证汇总表连续编号后定期装订成册，以便保管。于账簿按用途

分为分类账、特种日记账和备查账，分类账又进一步分为明细

分类账和总分类账两种，会计人员根据记账凭证上明确的会

计分录转记入相应的分类账及特种日记账中，以将记账凭证

上反映的个别、零星的记录转化为分类、系统、序时、连续的会

计信息。其模式如下所示：

原始凭证（汇总表）寅记账凭证寅分类账、特种日记账

我国现行的凭证、账簿体系最具中国特色之处在于设置

了记账凭证，将业务应编制的会计分录零散地反映在一张张

独立的具有一定格式的书面证明上；而西方会计中没有记账

凭证一说，其做法是将某个会计主体一定时期发生的所有业

务所要编制的会计分录集中、序时登记到分录簿（又称为普通

日记账）上，然后再依据分录簿上的分录适时转记入相应的分

类账或特种日记账。其模式如下所示：

原始凭证（汇总表）寅分录簿寅分类账、特种日记账

二、我国现行凭证、账簿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对具体的会计实务操作流程总结思考和对比英美会计

核算流程的模式过程中，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凭证、账簿体系存

在如下不足：

1援 与会计国际趋同的做法相悖。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

以“两则两制”为标志兴起的会计改革至今，“国际趋同”是整

个会计改革的必然选择和做法，在与“国情观”的改革思想博

弈中逐渐成为主流而获得认可，这种做法在 2006年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体系中得到广泛和深度的彰显。在会计的众多方

面实现与国际接轨的情形下，凭证、账簿体系仍岿然不动，依

然保持其固有的“中国特色”，这种与国际上主流做法的不一

致加剧了我国会计实务工作与国际的脱节，有悖于会计改革

一贯所倡导的国际趋同做法。

2援 与倡导节约型社会的大趋势相悖。进入 21世纪后，“可

持续发展观”和建立“节约型社会”越来越深入人心，是时下与

时俱进的新观念之一。我国现行的凭证、账簿体系中，受制于

一张凭证上只能反映个别、零星的业务，同样一张大小相同的

纸张，用作记账凭证只能记录一组会计分录，而将其用做分录

簿中的一页，则可记录多组分录且可双面使用（分录簿的具体

格式见本文第三部分），大大提高了同样一张纸的利用效率，

有效节约社会资源，而用纸量的减少也意味着减少了纸张生

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

3援 资料集中性不强。一张记账凭证只能记录一组会计分

录，不但浪费资源也导致业务资料的分散和凌乱，这一问题在

凭证尚未装订成册前更为明显，给了解会计主体的全部业务

概貌带来了不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分录簿，一个会计主

体某年度内的所有业务所编制的分录全部记录在一本或几本

分录簿中，对于规模不大、业务量不多的会计主体，一本分录

簿即可集中登记完其全部业务，资料集中性的优势显而易见。

可见，设立记账凭证的做法导致资料反映欠概括、集中，给业

务查询、分析造成困难。

4援 不便于保管。在采用记账凭证模式下，虽然采取了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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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连续编号的控制手段，但在凭证尚未装订时只能用夹子或

环形针等工具集中一处，较易于丢失。一张张零散的记账凭证

即使用特定工具固定夹住，也没有作为一个本子的分录簿便

于保管，这是毋庸置疑的。

三、新凭证、账簿体系的内容架构

笔者借鉴西方会计中凭证、账簿体系的一些做法和思路，

构建更为合理和科学的凭证、账簿体系，内容框架如下：

新凭证、账簿体系的核心内容是“用分录簿取代记账凭

证”，会计核算体系中将无记账凭证一说，记账凭证将退出会

计核算的舞台，会计凭证就是指原始凭证或者说原始单据；而

新的账簿体系则增加分录簿（格式见下表），所列格式未列出

该账簿的扉页，扉页中有账簿启用及账簿登记、复核人员签章

等，以明确经济责任，这种集中明确责任的方式与记账凭证分

散在每一张凭证上有区别。

从账簿的用途上看，分录簿属于序时账，由按业务发生的

先后顺序所编制的会计分录排列组成，记录内容包括会计主

体一定时期中的所有业务，故也称为普通日记账；而仅就某一

类特殊业务按序时账方式登记的日记账称为特种日记账，如

银行存款日记账、现金日记账、销售日记账等。

与新凭证、账簿体系相配套，新的核算程序是“原始凭证

（汇总表）寅分录簿寅分类账、特种日记账寅报表”，这是会计

信息的一个新的加工、处理过程，也是一个数量减少、质量提

高的过程。

四、重新构建我国现行凭证、账簿体系的现实意义

新的凭证、账簿体系实现了我国会计核算实务与国际惯

例的接轨，符合“国际趋同”的会计改革方向。由于分录簿在反

映业务和经济责任上的高度集中性，避免了一张记账凭证仅

记录一组会计分录造成的纸张浪费，有效提高了纸张的利用

率，恰与目前倡导“节约型社会”的理念不谋而合，带来良好的

社会效益。分录簿从外表形式上看是一个本子，在会计信息查

阅和资料保管方面均比作为书面证明的记账凭证具有明显的

优势。

综上所述，构建新的凭证、账簿体系对提高我国企业会计

核算效率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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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关借壳上市的几个未明会计问题

【摘要】本文对有关借壳上市的几个未明会计问题进行全面解析。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本文试图对借壳上市领域

的有关会计规范进行补充完善、细节解读和全面总结。

【关键词】借壳上市 反向购买 购买方 权益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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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壳上市，也叫间接上市，有时也被称为反向收购、反向

并购或反向 IPO，是与首发上市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具体到这

一概念的内涵，“借壳上市”这一名词实际上只描绘了特定资

本行为的最终结果。而为取得这一结果发生的资本行为大致

可分为两类：淤控股与注资同步进行。即非上市公司“在取得

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同时，将自己拥有的资产转变为上市公

司拥有的资产”（马骁，2009）。《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称

此类交易为反向购买。于先控股、后注资。即非上市公司在取

得对上市公司控制权之后的一段时间，通过一定的交易形式，

实现己方资产向上市公司的转移。根据控股与注资的时间差，

此类交易又可被细分为两种：控股后 1年以上（含 1年）再注

资；控股后 1年内注资。从会计角度看，上述几种资本行为虽

然导致同一的结果———借壳上市，但会计处理却大相径庭。这

使得这一领域理论上存在交易设计和会计操纵的充分可能 ，

亟须完善的会计规范和监管。

截至目前，已经颁布的针对借壳上市的会计规范全部指

向反向购买。这大约是由于此种交易行为在购买方的认定、合

并成本的计算方面，与正常合并会计截然不同。但具体到规范

的细节部分，仍有如下几个问题尚未得到厘清：淤究竟何种类

型的企业合并构成反向购买？这关系到方法特殊的反向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