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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法务宝典》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为主线，理论联系实际，着重分析了资
产与资本的区别和联系、“占领、扩张与转移”三大投资战略、建立科学决策机制的依据以及各种投
资形式及其投资风险等问题，阐述了商务组织机构的设立、变更和清算制度以及竞争意识、知识产权
保护、税收策划、会计核算与会计控制、融资咨询、劳动与人事管理、合同事务、国际贸易和诉讼法
律知识等问题，其内容涵盖了企业经营管理的许多重要方面，旨在引导企业树立正确的经营管理理念
和法律意识。
并有针对性地列举了一系列的典型案例，从经营管理与诉讼策略角度对这些安全进行了深刻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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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资产与资本：　　第二节　资产定义：　　一、资产的概念：　　目前，经济学界与法
学界，对资产的定义并不完全统一。
　　从财务与会计角度，对资产的界定主要产生于价值定义，即资产是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有经济
价值的资源。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资产定义为：资产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
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
具体分为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等。
说明经济学界的一致认识是“资产是一种经济资源”，法学界却针对资产的法律特征，将资产分为动
产与不动产，并从立法上确立了财产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内容。
由于会计学对资产的概念没有考虑法律规范的要求，所以导致含义上产生重大差别。
现举例说明如下：　　（一）会计报表中反映的资产并非全部是由会计主体实际掌握和控制的实体　
　会计核算对资产的反映并不客观真实，主要表现为：一是对资产掌握和控制的权利发生转移后，权
利主体只是名义上的占有主体，而不是实际的掌握和控制者，对该类情形无法在会计核算中得到反映
；二是会计报表中反映为资产的项目，有的实际上并不属于资产。
对于已经发生支出的费用，会计制度规定按照受益期进行摊销的情形，如待摊费用和递延资产，实际
上已不具备资产的“实际拥有或控制的特征”，但在《资产负债表》中仍然作为资产项目反映，与前
述定义自相矛盾。
　　（二）会计报表中反映的资产并非是资产的实际价值　　货币计量理论，可称为会计核算的理论
基础，是会计核算的灵魂。
会计学对资产的计价和计量，是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进行的，其中对于债权类资产和股权类资产价
值的记载，并不表示是对资产现有价值的计价，这就充分暴露了货币计量理论在会计核算中的缺陷。
由于这种缺陷的存在，企业股东、职能主管部门或其他权利人，在阅读会计报表时，误认为《资产负
债表》所列的资产数额就是企业的实际资产总额，但其实际价值和报表价值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形。
比如：　　一是“应收帐款”类型的资产，警汁核算是对形成应收帐款的成本价值的确认和计量，而
不是实际可以实现的价值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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