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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会计法规的颁布实施，是深化会计核算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是规范会计秩序、提高会计信息质
量的重要措施，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资本市场健康运行、推动我国会计国
际化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书作为会计学的入门教材，其主要内容是阐述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为学
习《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等后续课程打好基础。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使中国会计实践与国际会计惯例相结合；根据会
计法规的要求，使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相结合；根据增强学生动手能力的要求，使理论教学和实务训
练相结合。
　　本书可以作为各类高等院校《会计学原理》或《基础会计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以作为自学进修
和上岗培训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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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会计的含义　　一、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会计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
学科，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史前时期的原始计量与记录时代。
当时由于剩余产品的出现，人类产生了一种计量、记录思想。
最简单的记录、计量行为标志着会计的萌芽，起初是单凭头脑记忆，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日益复杂，
单凭头脑记忆已无法达到正确传达信息的目的，人类开始在头脑之外的自然界寻找帮助记忆的载体，
采取了“刻木记数”、“结绳记事”。
文字产生之后，会计的雏形逐渐形成。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会计从原来的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专职的、独立的管理
生产活动的工作。
　　考古发现证明，我国会计大约形成于西周时期。
当时官厅会计就有了一定的会计报告和检查方法及会计工作组织系统，有“司书”、“司会”等官吏
专门从事会计工作。
“司书”记账，“司会”进行会计监督。
据《周礼?天官?司会》称：司会“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
这里的“日成”、“月要”、“岁会”就是指会计报告文书，“日成”为旬报、“月要”为月报、“
岁会”为年报，即每旬、月、年要对财政收支情况进行报告和考核。
西周时期出现了具有固定格式的专门账册，可以对财政收支情况进行连续登记。
秦汉王朝是我国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民间会计发展的辉煌时代，继西周之后，“
入一出=余”的基本结算公式在秦代得到明确的运用。
东汉时期对“上期结存’’这个结算要素有了初步认识。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我国会计全面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比较完善
的官厅会计，创立了“四柱结算法”。
当时官厅办理钱粮收支需编制“四柱清册”。
所谓“四柱”，是指“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相当于我们现在账簿中的“上年结
存”、“本期收入”、“本期付出”、“期末结存”。
四柱的平衡关系是“旧管+新收-开除＝实在”。
可以看出，在唐宋时期会计账册中的平衡关系结构已经形成，已有了一整套相互联系的会计核算的专
门方法。
这个时期会计虽然有了发展，但记账方法仍然是单式记账法，还不能全面反映每项经济业务的来龙去
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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