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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07年1月1日起，我国上市公司将全面实施包括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的企业会计准则体
系。
该体系构筑了以基本准则为主导、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为具体规范的我国企业会计标准框架。
它创造了既坚持中国特色又与国际准则趋同的会计准则模式，成为我国会计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我
国会计事业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为了便于全面准确地掌握准则体系，满足会计教材建设的需要，我们以财政部2006年2月颁发的《
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为依据，编写了《中级会计实务》一书。
作为会计教学和科研人员，我们认为有责任来推动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全面实施。
编写教材是推动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最有效的方式。
　　中级会计实务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
它以初级会计学阐述的理论、方法和技能为基础，以特定会计单位经营活动中的一般或传统经济业务
为内容，并以提供通用财务会计信息为目标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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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级财务会计》以我国新会计准则体系为基础，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财务会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
理论并介绍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等六大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核算的基
本方法以及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编制和分析方法。
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注重承前启后，对后续教材中不涉及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讲述，而对后续教材要
详细阐述的内容只略作辅垫，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中级财务会计》可作为有关高等院校、高职高专会计专业教材，也可作为相关在岗人员提高业务水
平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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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5 金融资产减值　　4.5.1 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
资产发生减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包括下列各项：　　1）发行方或债务人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2）债务人违反了合同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　　3）债权人出于经济或法律
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对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作出让步；　　4）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
重组；　　5）因发行方发生重大财务困难，该金融资产无法在活跃市场继续交易；　　6）无法辨认
一组金融资产中的某项资产的现金流量是否已经减少，但根据公开的数据对其进行总体评价后发现，
该组金融资产自初始确认以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确已减少且可计量，如该组金融资产的债务人支付
能力逐步恶化，或债务人所在国家或地区失业率提高、担保物在其所在地区的价格明显下降、所处行
业不景气等；　　7）债务人经营所处的技术、市场、经济或法律环境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使权益
工具投资人可能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8）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发生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　
　9）其他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
　　企业在根据以上客观证据判断金融资产是否发生减值损失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对于预期
未来事项可能导致的损失，无论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均不能作为减值损失予以确认。
　　2债务方或金融资产发行方信用等级下降本身不足以说明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发生了减值。
　　3对于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其公允价值低于其成本本身不足以说明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已
发生减值，而应综合相关因素判断该投资公允价值下降是否严重（下降幅度超过20％）或非暂时性（
公允价值持续低于成本超过6个月）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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