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企业会计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企业会计学>>

13位ISBN编号：9787811103533

10位ISBN编号：7811103532

出版时间：2007-11

出版时间：安徽大学

作者：毛志忠，刘天明主

页数：29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企业会计学>>

前言

自2007年1月1日起．我国《企业会计准则》(200)正式实施。
这是实现我国会计国际趋同、有效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步骤。
为便于学习和掌握《企业会计准则》的具体内容，我们组织若干名从事会计教学多年的教师编写了《
企业会计学》一书。
本书以《企业会计准则》为编写指南，以通俗易懂、便于学习为编写准则，力求充分体现会计改革的
新成果，对企业财务会计中的有关核算理论和实际核算业务作了全面、深入、详细的讲解和说明，力
求体现出本书的新颖性和实用性。
本书既可作为财经高校的会计专业教学用书，也可作为企业财会工作人员学习、培训的最新实用工具
书。
本书由毛志忠、刘天明担任主编。
全书共分为十三章，其中毛志忠编写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章；刘天明编写第二、第六、第十一、
第十二章；孔小红编写第五、第七、第十章；储成兵编写第九、第十三章。
全书由毛志忠、刘天明总纂定稿。
由于编写人员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错误与不妥之处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改
进、提高。
编者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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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会计学》在内容编写和结构设计上充分考虑了高校教学的实际需要。
各章节在组织上尽可能考虑课程内容的完备性，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时间以及课
程类型等的需要，选择其中的部分内容开展教学。
因此，《企业会计学》适用于专业教学，或者作为各级学校教师继续教育的教材，同时也可供从事会
计工作和管理的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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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与会计基础一、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是
对会计核算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所作的合理设定。
会计核算对象的确定、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数据的搜集都要以这一系列的前提为依据。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包括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等。
（一）会计主体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信息反映的特定单位，也称为会计实体、会计个体。
会计工作的目的是反映一个单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为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各个方面做
出经济决策和投资决策服务。
会计所要反映的总是特定的对象，只有明确规定会计核算的对象，将会计所要反映的对象与其他经济
实体区别开来，才能保证会计核算工作的正常开展，实现会计的目标。
会计主体作为会计工作的基本前提之一，为日常的账务处理提供了依据。
第一，明确会计主体，才能划定会计所要处理的经济业务事项范围。
只有那些影响会计主体经济利益的经济业务事项才能加以确认和计量，会计工作中通常所讲的资产、
负债的增减、收入的取得、费用的发生，都是针对特定会计主体而言的。
第二，明确会计主体，才能把握账务处理的立场。
企业作为一个会计主体，对外销售商品时，一方面形成一笔收入，同时增加一笔资产或者减少一笔负
债，而不是相反；同时，企业采购材料，导致现金减少、存货增加，或者债务增加、存货增加，而不
是相反。
第三，明确会计主体，将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与会计主体所有者的经济活动区分开来，无论是会计主
体的经济活动，还是会计主体所有者的经济活动，都最终影响所有者的经济利益，但是，为了真实反
映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必须将会计主体的经济活动与会计主体所有者的经济
活动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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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一个企业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应当建立会计核算体系，独立地反映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
但是，会计主体不一定是法律主体。
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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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
活动，为了全面反映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就有必要将这个企业集团作为一个会计实体，
通过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反映企业集团整体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有时，为了内部管理的需要，也对企业内部的部门单独加以核算，并编制内部会计报表，企业内部划
出的核算单位也可以视为一个会计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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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
停业，也不会大规模削减业务。
企业是否持续经营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影响很大。
只有设定企业是持续经营的，才能进行正常的账务处理。
例如，采用历史成本计价，是设定企业在正常的情况下运用它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和依照原来的偿还条
件偿付其所负担的各种债务，否则，就不能继续采用历史成本计价；再如，只有设定企业是持续经营
的，才能在历史成本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计提折旧的方法，否则，就不能继续采用折旧的方法，而只
能采用可变现净值进行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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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企业会计学》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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