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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业会计学(第5版)》内容简介：作为中国农业出版社农林经济管理类系列教材之一的《农业会计学
》第五版，《农业会计学(第5版)》是一本全面覆盖涉农组织核算的会计学教材。
《农业会计学(第5版)》按照农业组织形式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以会计准则体系为依据编写，主要介绍
一般农业企业的会计理论与实务；下篇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会计制度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为依
据，主要介绍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会计核算。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搜集了相关法规中最新的规定，及时跟进法规调整，力争使之成为最新的会计教材
。
在编排中，每章都附有本章概述、本章小结、思考题等有利于自学的内容，因此《农业会计学(第5版)
》不仅适用于农业经济类、财经类专业本专科教学，还适用于相关专业学生的自学以及涉农组织的会
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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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五版前言第四版前言上篇农业企业篇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农业会计概述一、农业会计的概念二、农
业会计目标第二节 会计假设、会计基础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一、会计假设二、会计基础三、会计信息
质量要求第三节 农业企业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与报告一、农业活动及其特点二、农业会计要素的确
认三、农业企业会计要素的计量四、农业企业财务报告第四节 农业企业会计的特点和科目设置一、农
业企业会计的特点二、农业企业会计科目的设置第二章 货币资金第一节 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一、货
币资金的概念和性质二、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三、货币资金在会计报表上的列示第二节 库存现金一、
库存现金的管理二、库存现金的核算三、库存现金的清查第三节 银行存款一、银行存款账户管理二、
银行转账结算方式三、银行存款的核算四、银行存款的核对第四节 其他货币资金一、外埠存款二、银
行汇票存款三、银行本票存款四、信用卡存款五、信用证保证金存款六、存出投资款第五节 外币业务
一、记账本位币的确定二、外币业务的会计处理第三章 应收及预付款项第一节 应收票据一、应收票
据的含义及分类二、应收票据的核算第二节 应收账款一、应收账款的范围二、应收账款的确认与计量
三、应收账款的核算四、坏账及坏账损失第三节 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项一、预付账款的核算二、应
收股利三、应收利息的核算四、其他应收款的核算第四章 存货第一节 存货的分类与计价一、存货的
范围二、存货的分类三、存货的计价第二节 外购存货一、外购存货的成本构成二、外购存货的核算第
三节 自制与委托加工存货⋯⋯下篇 农业组织篇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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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①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应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的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
纳税所得额为限。
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未来期间内，企业无法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利用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的影响，使得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相关的经济利益无法实现的，则不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企业
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其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而利用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则应以很可能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考虑到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期间内可能取得应纳税所得额的限制，因无法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
额而未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
②对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合营企业的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
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一是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转回；二是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
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等的投资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主要产生于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发生亏损
时，投资企业按照持股比例确认应予承担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但税法规定长期
股权投资的成本在持有期间不发生变化，造成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产生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还产生于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下。
③对于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结转以后年度的未弥补亏损（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应视同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处理。
在预计可利用可弥补亏损或税款抵减的未来期间内很可能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当以很可能
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时减少确认当期的所得税费用。
需要说明的是，可抵扣亏损是指企业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确定准予用以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弥补的亏损
。
在确定可抵扣亏损时，一般应以适当方式与税务部门沟通，取得税务部门的认可。
与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其确认条件与其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相同。
企业在确认与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时，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在可抵扣
亏损和税款抵减到期前，企业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的估计基础。
（3）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特殊情况。
某些情况下，如果企业发生的某项交易或事项不属于企业合并，并且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
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且该项交易中产生的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与其计税基础不同，产生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准则中规定在交易或事项发生时不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原因同该种情况下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相同。
如果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则需调整资产、负债的入账价值，对实际成本进行调整将有违会计核算中
的历史成本原则，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农业会计学>>

编辑推荐

《农业会计学(第5版)》为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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