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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WT0的进程加快，企业会计对高职会计教育的要求越来越
高！
我国高职会计教育教学必须根据会计职业技能的特点，以就业为导向，培养有职业操守和会计职业技
能，具有较强的、敏锐的职业判断力，具有专业工作协调能力，能胜任初、中级会计工作的技能型、
应用型会计人才。
　　本教材是根据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2004年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
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的指示精神；根据我国2006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以及2009年最新财经法规的要求，以通用会计为背景，选用双师型教
师精心编写而成。
　　本教材是在已经学习了《基础会计》课程的基础上，从会计理论适度、适用角度出发，结合多年
的会计工作和教学经验，集合其他《财务会计》教材的优点，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地阐述了企业会计
准则，通过大量的原始单证和例题加以说明，教材内容直观、易教、易学、易懂，教材编写中特别加
强了会计工作实践性和技能性相关知识的介绍，体现了会计的职业判断能力培养的需要，缓解了学生
对会计学习的畏惧心理，促使学生学习之后就能做账、报账和纳税申报等。
　　为了巩固学生所学的知识，本教材每章之后都附有必要的复习思考题，并且另有配套的《财务会
计习题与实训》，并配有习题答案，以方便学生练习和自学。
本教材一般用两学期完成教学任务，第一学期每周6节，第二学期每周4节。
　　本书除作为高职院校会计专业的专业教材外，也可作为各行各业会计人员的培训教材和自学参考
用书；非会计专业用本教材可以只学第一至第十四章。
　　本书由吴榕（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副教授、注册会计师）担任主编；刘中爱（安徽财贸职业学院副
教授、会计师）、苗俊美（安徽审计职业学院副教授）、王波（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讲师、会计师
）和李霞（广东湛江财贸职业学院讲师、会计师）担任副主编；全书由姚云霞（安徽财贸职业学院高
级讲师）担任主审，吴榕负责总纂修改和定稿。
　　全书共十九章，其中第一、三、五、七章由吴榕编写；第二章由席曦编写（安徽财贸职业学院讲
师）；第四、十四章由苗俊美编写；第九、十三章由姚云霞编写（安徽财贸职业学院高级讲师）；第
六、八章由王波编写；第十一章由李霞编写；第十二章由陈祖权编写（广东湛江财贸职业学院讲师、
会计师）；第十、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章由刘中爱编写。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安徽财贸职业学院院长耿金岭教授、会计学系李春友主任以及其他同事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并得到本系列教材编委会全体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虽经认真审阅，但疏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会计专家和使用本教材的师生及其他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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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财务会计》是根据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2004年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
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的指示精神；根据我国2006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以及2009年最新财经法规的要求，以通用会计为背景，选用双师
型教师精心编写而成。
　　《财务会计》是在已经学习了《基础会计》课程的基础上，从会计理论适度、适用角度出发，结
合多年的会计工作和教学经验，集合其他《财务会计》教材的优点，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地阐述了企
业会计准则，通过大量的原始单证和例题加以说明，教材内容直观、易教、易学、易懂，教材编写中
特别加强了会计工作实践性和技能性相关知识的介绍，体现了会计的职业判断能力培养的需要，缓解
了学生对会计学习的畏惧心理，促使学生学习之后就能做账、报账和纳税申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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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会计计量属性　　一、会计计量属性的概念　　会计计量，是为了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确
认条件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要素登记入账，并列报于财务会计报告而确
定其金额的过程。
企业应按照规定的会计计量属性进行计量，确定其相关的金额。
　　会计计量属性，是指会计所要计量的某一要素的特性方面。
从会计的角度看，会计计量属性反映的是会计要素金额的确定基础。
　　二、会计计量属性的构成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会计的计量属性主要包
括以下五种：　　（一）历史成本计量　　历史成本计量是指按照资产购置时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
物的金额，或按照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负债按照其现时义务而实际收到的款项
或者资产的金额，或者承担现时义务的合同金额，或者按照日常活动中的偿还负债与其需要支付的现
金或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二）重置成本计量　　重置成本计量是指资产按照现在购买相同或相似资产所需支付的现金或
者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负债按照现在偿付该项债务所需支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金额计量。
　　（三）可变现净值计量　　可变现净值计量是指资产按照其正常对外销售所能收到的现金或现金
等价物的金额扣减该资产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量
。
　　（四）现值计量　　现值计量是指资产按照预计从其持续使用和最终处置中所产生的未来净现金
流人量的折现金额计量。
负债按照预计期限内需要偿还的未来净现金流出量的折现金额计量。
　　（五）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计量是指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
资源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三、会计计量属性的应用原则　　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应严格按照规定，根据经济业
务的性质，恰当选择相应的计量属性。
对会计要素的计量，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属性。
例如，企业购进存货、固定资产、生产产品等，应以所购入资产所发生的实际成本作为资产计量的金
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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