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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财务会计的目标为导向，以财务报表为主线，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各会计要素的确认、计
量、记录和报告。
在第一章阐述了财务会计的目标、基本假设、会计要素和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之后，随后各章按照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基本要素展开，然后再回到财务报告上，最后两章对或有事项和会计调整进行了讲
解。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的会计教材，也可作为各类企业财会人员、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及参考读物。
本书由孟永峰、朱辉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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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会计主体不同于法律主体。
一般来说，法律主体往往是一个会计主体。
例如，一个企业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应当建立会计核算体系，独立的反映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
但是，会计主体不一定是法律主体。
例如，在企业集团的情况下，一个母公司拥有若干个子公司，企业集团在母公司的统一领导下开展生
产经营活动。
母子公司虽然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但是，为了全面反映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就有必要将这个企业集团作为一个会计主体，编制合并会计报表。
　　（二）持续经营　　持续经营，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企业将会按当前的规模和状态继续经营
下去，而不会停业，也不会大规模削减业务。
在持续经营假设下，企业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以企业持续、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前提。
　　企业是否持续经营，在会计原则、会计方法的选择上有很大的差别。
一般情况，应当假定企业将会按当前的规模和状态继续经营下去，不会停业，也不会大规模削减业务
。
明确这个基本前提，就意味着会计主体将按照既定用途使用资产，按照既定的合约条件清偿债务，会
计人员就可以在此基础上选择会计原则和会计方法。
例如，一般情况下，企业的固定资产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发挥作用，如果可以判断企业会持续经
营，就可以假定企业的固定资产会在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中长期发挥作用，并服务于生产经营过程，
固定资产就可以根据历史成本进行记录，并采用折旧的方法，将历史成本分摊到各个会计期间或相关
产品的成本中。
如果判断企业不会持续经营，固定资产就不应采用历史成本进行记录并按期计提折旧。
　　由于持续经营是根据企业发展的一般情况所作的设定，而任何企业都存在破产、清算的风险，也
就是说，企业不能持续经营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
为此，需要企业定期对其持续经营基本前提作出分析和判断。
如果可以判断企业不会持续经营，就应当改变会计核算的原则和方法，并在企业财务会计报告中作相
应披露。
　　（三）会计分期　　会计分期，又称会计期间，是指将一个企业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划分为
一个个持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
　　会计分期下，会计核算应当划分会计期间，分期结算账目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会计期间分为年度、半年度、季度和月度。
年度、半年度、季度和月度均按公历起讫日期确定。
半年度、季度和月度均称为会计中期。
　　根据持续经营假设，一个企业将要按当前的规模和状态持续经营下去。
要最终确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只能等到一个企业在若干年后歇业的时候核算一次盈亏。
但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投资决策要求及时的信息，不能等到歇业时一次性的核算盈亏。
因此，就需要将企业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动划分为一个个持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分期核算和反
映。
明确会计分期假设对会计核算有着重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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