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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看，我国高等教育可分为研究性大学、应用性大学和技能岗位性大学
。
应用性大学是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需求应运而生的大学新类型，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发展
相适应。
它的办学理念和发展定位既有别于“研究性”大学，也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学术性”普通高等院校。
它是将自身类型定位于教学主导型，将发展目标定位于服务应用型，将人才目标定位于直接面向生产
、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普通高等院校。
我国传统的本科教育，一直推行的是“理论（知识、学术）导向”的教学体系。
这种教学体系是以传授知识为主，理论重于实践，缺乏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德国应用科技大学（Fachhochschule，缩写FH）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联邦德国出现的高等学校，现已
发展成为普遍公认的德国高校的最重要类型之一。
德国FH教学体系的特点是：在办学理念上，直接指向市场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始终坚持
“为职业实践而进行科学教育”；在培养目标上，突出技术应用与开发能力的培养，教学过程具有很
强的实践性，并十分重视职业导向。
因此，应用性本科人才培养具有教育类别的职业性、教育层次的高等性、职业岗位的基层性、人才类
型的应用性、社会需求的导向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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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基础会计》教材紧扣当前经济改革的热点问题，及时融入会计改革、税收改革的内容，并将省
级精品课程、教学团队以及学科建设中形成的教学成果吸收到教材中，使其内容能及时反映本课程的
最新研究状况。
     教材内容在保持本学科特色的基础上，不排斥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兼顾了会计专业与经管专业
、高校学生与社会学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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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实际运用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记录经济业务时，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问题：第一，分析经
济业务的性质，确定其涉及的账户类别；第二，确定经济业务涉及哪些账户，应在哪个账户中反映增
加，哪个账户中反映减少；第三，根据账户的结构，确定哪个账户记借方，哪个账户记贷方。
在运用借贷记账法记录经济业务时，对每项经济业务都必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账户的借方和贷方相互
联系地进行反映，这样，有关账户之间就形成应借、应贷的相互关系（或是一个账户的借方与另一个
账户的贷方；或是几个账户的借方和一个账户的贷方；或是一个账户的借方与几个账户的贷方相互发
生联系）。
账户之间这种相互关系，在会计上就称为账户的对应关系。
因此，账户的对应关系是指运用复式记账方法登记经济业务时，账户之间发生的应借、应贷的相互关
系。
那么，存在着对应关系的账户，彼此称为对应账户。
例如，以存款5000元偿还所欠货款。
这笔业务的发生，就要记人“应付账款”账户的借方和“银行存款”账户的贷方。
那么，通过这笔经济业务，就使得“应付账款”和“银行存款”这两个账户形成应借、应贷的对应关
系，这两个账户也就彼此称对方为自己的对应账户。
账户之间所形成的对应关系，客观上可以起到以下作用：①通过账户的对应关系，可以了解经济业务
的内容。
②通过账户的对应关系，可以判明经济业务处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为了保证账户对应关系的正确性，有必要在把经济业务记人账户之前，对该项经济业务加以分析，正
确确定该项经济业务所应涉及的账户名称以及借贷方向和金额，即编制会计分录。
借贷记账法的实际应用正是通过编制会计分录来具体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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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会计》：以应用性本科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为主要对象强调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
的掌握充分体现应用性本科专业的职业性和实践性体系完整内容新颖案例教学适应性强创新体例注重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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