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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该准则体系的发布实施，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范我国企业的财务报告、保证会计信
息更加符合实际需要的重要措施。
顺应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趋同，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保障社会公众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我们主要根据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对
《会计学基础》第三版进行了修订，并且根据读者的建议，在附录中增加了本课程的教学重点及课时
计划，供各校参考。
为了便于学生操作训练以及读者自学练习，我们对与本书配套出版的《会计学基础实训》进行相应的
修订。
本书的特点是注重会计核算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规范化，可作为各高职院校会计专业和其他相关专
业《会计学基础》课程及自学会计课程的教材。
参加本书第一版编写的有吴健、张炎、张灵军、张慧、郑淘、历丽、陈坚等。
上海商学院吴健对本书的第一版至第三版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并完成了第四版的定稿。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会计学基础>>

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最新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法的有关规定，在第二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修订，介绍了会计的
基本理论、基本核算操作方法。
全书共10章，内容包括会计基本理论、会计科目和账户、借贷记账法、企业主要经营过程的核算、会
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清查、财务报告、会计核算、会计电算化，书后附有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
会计法》、《会计基础规范》，以及课程教学要求及学时分配。
本书突出高职教育的特点，强调实际操作，并以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作为指导依据，以适应高职及专科
教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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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总论  1.1 会计概述  1.2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和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原则    1.3 会计要素与会计等式  1.4 会
计计量  1.5 会计循环2 会计科目和账户  2.1 会计科目、账簿与账户的关系  2.2 会计科目  2.3 会计账户3 
借贷记账法  3.1 记账方法  3.2 借贷记账法的特点4 复式记账的运用——工业企业经营过程的核算  4.1 工
业企业经营过程核算的具体内容  4.2 资金投入企业的核算  4.3 供应过程的核算  4.4 生产过程的核算  4.5 
销售过程和财务成果的核算  4.6 企业其他经济业务的核算  4.7 成本计算5 会计凭证  5.1 会计凭证的意义
和种类  5.2 原始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5.3 记账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5.4 会计凭证的传递、订与保管6 会计账
簿  6.1 账簿的意义和种类  6.2 会计账簿的设置、启用与登记  6.3 日记账的格式和登记方法  6.4 分类几的
格式和登记方法  6.5 对账与结账  6.6 账簿的交接、交换与保管  6.7 错账更正的方法7 财产清查  7.1 财产
清查的意义和种类  7.2 财产清查的方法  7.3 财产清查结果的处理8 财务会计报告  8.1 会计核算形式的意
义和种类  8.2 资产负债表  8.3 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  8.4 现金流量表9 会计核算形式  9.1 会计核算形式的
意义和种类  9.2 记账凭证核算方式⋯⋯10 会计电算化概论附录一 课程教学要求及课时分配附录二 中华
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附录三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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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传统的会计分离为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使会计从过去事后的记账、算账
、报账扩展到现代的事前预测、控制，并在参与决策上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都是现代会计的重要标志。
现代生产经营管理和决策对会计信息的依赖性越来越显著，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
出的那样，“过程越是按照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控制和观念总结
的簿记就越是必要。
”生产规模越大、经济越发展，对经济管理的要求就越高，会计也就越重要，会计管理的范围在不断
扩展。
我国从西周开始，官厅就有“司会”的专门官职，掌管钱粮、赋税收支。
我国“会计”两字也是在西周时代开始运用的，其基本含义是既有日常的零星核算，又有岁终的综合
核算，通过“日计岁会”达到正确核算王朝财政收支的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唐、宋两代，我国创造并完善了相当科学的会计结算方法，即“四柱结算法”。
通过“旧管（期初结余）+新收（本期收入）-开除（本期支出）=实在（期末结余）”的基本公式进
行结算，“四柱结算法”是中式会计方法的精髓。
明末清初，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四柱结算法”的影响下，我国又出现了可以核算盈亏的“
龙门账”，把全部账目划分为“进”（全部收入）、“缴”（全部支出）、“存”（资产并包括债权
）、“该”（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四大类，年终时，“进”大于“缴”就是盈利（反之为亏损），
它应该与“存”、“该”对比求得盈亏相等，“进一缴=存一该”。
清代又产生了“四脚账”，对每一笔经济业务，既登记“来账”，又登记“去账”，也反映同一账项
的来龙去脉。
“龙门账”和“四脚账”都是中式会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我国固有的复式记账方法。
辛亥革命以后，引进了西方会计，对我国会计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新中国喊立后，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会计制度，并于1985年公布了新中国第一部《会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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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会计学基础(第4版)》：21世纪高等职业教育通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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