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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小企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增加就业、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生产经营规模属于中小型的各种所有制和各种形式的企业。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达4200万户（包括个体工商户），占企业总数的99%以上，成为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我国中小企业取得快速、健康和持续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十五”期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5 %，而中小工业企业年均增长28%左右。
目前，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上交税收为国家税收总
额的50%左右。
　　中小企业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农民工的绝大部分在中小企业实现了就业。
同时，中小企业也开始成为一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渠道。
　　目前，中小企业完成了我国65%的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
不少中小企业已经从早期的加工、贸易等领域，向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等领域拓展，有些地区中小企
业形成了产业集群，不断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中小企业对外开放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据统计，中小企业在服装、纺织品、玩具等家居用品及轻工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中占相当大
比重；在电子通信设备产品、生物技术等高技术领域，中小企业出口比重也逐步增加。
　　为推动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以下简称《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
意见》（被称为“非公经济36条”），形成了以《中小企业促进法》为核心，相关配套文件为支撑的
促进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打下
了基础，将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上升到法律高度。
我们从学术角度认为，2007～2008年，由于对房地产暴涨的监管失误、股市“过山车”式暴跌、国际
金融危机的影响等诸多原因，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我国中小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
2008年11月起，我国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中小企业继续发展。
　　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力量之一。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企业的兴衰越来越依靠其员工，尤其是管理和技术骨干人员的主动精神
和创新性。
目前，中小企业的发展与人力资源的匮乏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
中小企业由于规模小、实力差，中小企业人员素质普遍偏低，造成中小企业管理方式和手段落后，管
理制度不健全，经营者战略意识薄弱，对企业发展缺乏整体和长远的规划，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严重
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2006年2月15日我国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
货》等38项具体准则，2006年10月30日财政部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财会［2006］18
号）》，随后又陆续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题专家工作组意见》、《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鼓励其他企业执行。
执行新准则的企业不再执行旧准则、《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各项专业核算方法
和问题解答。
全国广大的会计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亟待知识更新，需要接受会计知识后续教育。
　　从2008年开始，在有关部门和地方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下，新准则的实施已经扩大范围。
国务院国资委要求所有中央企业自2008年1月1日起全面执行新准则，同时要求各省积极推动本地区企
业执行新准则。
一些省、市也要求本地区中型企业等开始实施新准则。
扩大新准则实施范围已成为各方面的自觉行动，今后几年将有更加广大的企业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
　　新准则对于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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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准则中若干会计政策的有效实施，有助于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通过新准则形成真实完整
的财务报告体系，有助于促进投资者可持续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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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密依托我国《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和最新《企业会计准则》等现行有效的会
计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手把手”地逐一介绍财会人员做账过程中的所有业务，
是为广大中小企业量身定做的会计操作实务图书。
全书共20章，从中小企业会计基本知识、存货会计、固定资产会计、无形资产会计、生物资产会计、
长期股权投资会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等方面，详细介绍了中小企业做账的方法和技巧，具有极
强的可操作性，是中小企业财会人员的案头必备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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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主要会计处理　　企业（房地产开发）开发的产品，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时，按实际成本
，借记“开发产品”科目，贷记“开发成本”科目。
期末，企业结转对外转让、销售和结算开发产品的实际成本，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贷记“开
发产品”科目。
　　企业将开发的营业性配套设施用于本企业从事第三产业经营用房，应视同自用固定资产进行处理
，并按营业性配套设施的实际成本，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开发产品”科目。
　　4.抵债资产　　（1）会计科目核算内容　　本科目核算企业（金融）依法取得并准备按有关规定
进行处置的实物抵债资产的成本。
企业（金融）依法取得并准备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置的非实物抵债资产（不含股权投资），也通过本科
目核算。
　　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取得的尚未处置的实物抵债资产的成本。
　　（2）明细核算　　本科目可按抵债资产类别及借款人进行明细核算。
抵债资产发生减值的，可以单独设置“抵债资产跌价准备”科目，比照“存货跌价准备”科目进行处
理。
　　（3）主要会计处理取得抵债资产后转为自用的，应在相关手续办妥时，按转换日抵债资产的账
面余额，借记“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已计提抵债资产跌价准备的，还应同时结转跌价准备。
　　5.投资性房地产　　（1）会计科目核算内容本科目核算企业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贤陸房地产的
成本。
企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也通过本科目核算。
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累计折旧或累计摊销，可以单独设置“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摊销）”科目，比照“累计折旧”等科目进行处理。
　　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发生减值的，可以单独设置“投资陸房地产减值准备”科目，
比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等科目进行处理。
　　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陸房地产成本。
企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反映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2）明细核算　　本科目可按投资性房地产类别和项目进行明细核算。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还应当分别“成本”和“公允价值变动”进行明细核算
。
　　（3）主要会计处理①采用成本模式计量投贤陸房地产的主要会计处理。
将投资性房地产转为自用时，应按其在转换日的账面余额、累计折旧、减值准备等，分别转入“固定
资产”、“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等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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