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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最新企业会计准则，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配合案例和练习，讲述了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和
进行会计处理的基本方法。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会计的概念、会计核算的基础与假设、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会计要素与会计
等式、复式记账与借贷记账法等会计基本理论；以制造业企业为例说明其主要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并
结合证、账、表等阐述会计的基本核算程序与基本方法。
    本书既可以作为本科段会计学专业、其他经济类各专业的基础课教材，也可以作为高职高专类相关
专业的基础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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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会计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掌握会计的概念
、对象、职能和作用：理解并掌握会计核算的基础——权责发生制、会计核算的前提、会计信息质量
的要求以及会计核算的方法。
同时还应注意，本章是全书内容的概括，并贯穿全书的始终，学习时要将本章的内容和其他章节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
　　【核心概念】　　会计会计的核算职能会计的监督职能会计的对象会计核算的前提权责发生制相
关性可比性谨慎性　　第一节 概述　　一、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会计产生于社会生产实践。
人类要生存与发展，就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会计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是由生产者在生产活动之外，凭借头脑记忆或采用
简单记录的方式，附带地把生产过程中的所得和所耗以及发生的时问等记载下来。
结绳记事、垒石计数、刻契记数等都是最初的会计手段。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剩余产品，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特别是商品交换有
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会计才逐渐地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形成一种独立的、特殊的职能，成为专门
人员从事的一项重要的经济管理工作。
　　会计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远在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会计一词就已经出现。
当时的西周王朝已建立了较为严格的会计机构，设有称为司会的专门官吏，掌管王朝的财物赋税，进
行月计岁会（日常零星核算称之为计，对一定时期经济情况的总合称之为会）。
还建立了日成、月要、岁会等报告文书，相当于现在的会计报表。
西周时代的会计已大体包括记账、算账、报账、用账等四个基本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比较系统地反映经济出入事项的会计记录，即会计籍书、会计簿书。
会计记录有了一定的格式和固定的记录符号（即出和入）。
西汉时期，中式会计的单式记录法已经有了明显的轮廓。
西汉官厅创立的上计簿，确定了中式会计报告的基本形式。
　　唐宋时期，中式会计已经有了一套系统的会计核算的专门方法，特别是四柱结算法的创建和运用
，使中式记账方法焕然一新。
当时，官府办理钱粮报销和移交手续编制的会计报表称为四柱清册。
四柱是指一定时期内钱粮收支的四个部分，即旧管、新收、开除和实在，分别相当于现代会计术语中
的期初结存、本期增加、本期减少和期末结存。
四柱之间的结算关系用会计方程式表示为：旧管+新收一开除=实在。
　　明清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会计核算的内容和方法有了较大的发展。
明末清初，龙门账的出现和随后四脚账的产生，形成了中国自己固有的复式簿记。
龙门账的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和该（相当于现在的会计科目中的：收、付、资产、负
债）四大类，并进而编制进缴表和存该表（相当于现在的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等。
年终结算时，用进一缴=存一该的公式来确定盈亏。
这种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方法称为合龙门，龙门账也因此而得名。
四脚账分上下两格，上格记来账（如各往来户的来账、业主投资、收入等），下格记去账（如各往来
户的欠账、财产、现金、存款、费用等），通过上下两格金额比较来检查账目是否正确。
这种检查账目平衡的方法称为天地合。
　　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
帕乔利（Luca Pacioli）在其所著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借贷复式
记账法，这是会计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近代会计的开始，卢卡？
帕乔利也被尊称为现代会计之父。
　　1854年，世界上第一个会计师协会——爱丁堡会计师协会在英国的苏格兰成立。
世界会计史学家认为，这是会计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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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成立，说明会计的内容、职能、服务对象开始扩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成立，对后来的财务会计这门新学科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进入20世纪50年代，会计在内容和结构上出现了飞跃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第一，会计的工艺
同现代电子技术相结合，会计由手写簿记系统逐步发展成为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第二，会计的理论和
方法随着企业内部与外部对会计信息的不同要求而分化为两个新的领域——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
这种会计工艺的电算化和两个会计新领域的形成，被认为是会计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它标志着
现代会计的开始。
　　西方会计方法在20世纪后逐步传入我国，并在一些大、中型工商企业中采用。
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颁布了新的西式会计制度，并强调会计独立，但未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引入了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会计模式，对现代会计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一定的
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l992年会计制度改革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国
颁布实施了《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并在此基础上，颁布实施了多项具体会计准则，
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逐步建立了反映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国际会计惯例相
接轨的科学的现代会计体系；更为重要的是，2006年3月，我国颁布了企业新会计准则，包含1个基本
准则和38个具体准则，要求上市公司自2007年1月1日起实施，同时鼓励其他企业执行。
这标志着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已经基本完整地建立和确定。
　　综上所述，会计是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管理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发展并不断完善的，是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会计产生以来，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
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会计环境的不断演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等都会影响会计的理论、技术和
方法的完善与发展；同样地，人们利用会计的理论和方法来管理经济，必然会影响其所处的经济环境
、社会环境，推动社会文明的进程。
由此可见：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
　　二、会计的职能　　会计的职能是指会计在经济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
会计的职能具有客观性和相对稳定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会计是对再生产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
这里的观念总结，一般理解为会计的核算职能；过程的控制，一般理解为会计的监督职能。
所以，一般认为：会计的基本职能有两个：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
　　（一）会计核算职能　　会计核算职能是指会计以货币计量为主要的计量单位，通过确认、记录
、计算、报告等环节，对特定主体已经发生或完成的经济活动进行记账、算账、报账，从而为有关各
方提供会计信息的功能。
　　会计核算职能是会计的首要职能，是其他会计管理工作的基础。
其特点如下：　　（1）会计核算主要是利用货币计量，综合反映各单位的经济活动情况，为经济管
理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
市场经济条件下，为进行有效的管理，就必须广泛地利用价值形式，以计算一个特定单位占用的生产
资料、耗费的劳动资源、收入的取得、利润的形成和分配等。
所以，利用货币计量，从数量上综合反映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情况，是现代会计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然，会计除了以货币计量为主要的计量手段外，还辅以劳动量度和实物量度。
　　（2）会计核算的主要内容是特定主体已经发生或完成的经济活动？
从会计工作的现状上看，会计核算主要是事后核算，记账、算账和报账是会计执行事后核算的主要形
式。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规模的扩大和竞争的日益加剧，现代会计已不局限于事后的核
算，还延伸至事前和事中的核算，从而贯穿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
　　（3）会计核算具有连续性、系统性、完整性的特性。
所谓连续性，是指对各种经济业务应按照其发生的时间顺序依次进行核算，不能有所中断。
所谓系统性，是指会计提供的数据资料应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加工整理，分类汇总，使之系统化。
所谓完整性，是指凡是由会计核算的各项经济业务，都必须毫无遗漏地反映，不能随意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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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会计核算的三种特性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会计监督职能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会计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