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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理论与实务》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介绍当代美国各级政府及公立非营利组织会计的专著。全书共有20章，可分为5个部
分。第1章是对政府及非营利组织会计的类型、特征、目标和准则的概括介绍；第2章至第15章是对州
及地方政府会计的全面介绍；第16章是对联邦政府会计的集中介绍；第17章至第19章是对各类公立非
营利组织会计的分别介绍；第20章是对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审计的简要介绍。书后还附有“英汉会计术
语对照表”，以便阅读原著时查阅。
该书可作为高等院校会计、财政专业师生教学与科研的参考书，也可作为预算会计实务和研究人员
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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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5 收入及支出确认惯例―――未限定资产流动基金
18.2.6 预算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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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 交易及分录――未限定用途流动基金
18.2.8 运营表――流动基金
18.2.9 资产负债表―一整个大学
18.3 固定资产基金
18.3.1 未耗用固定资产基金
18.3.2 更新及重置基金
18.3.3 偿债基金
18.3.4 固定资产投资基金
18.4 信托及代理类基金组
18.4.1 贷款基金
18.4.2 留本及类似基金
18.4.3 年金及终生收益基金
18.4.4 代理基金
18.5 财务报告
第19章 自愿健康和福利组织及其它非营利组织会计
19.1 组织的分类
19.1.1 自愿健康和福利组织
19.1.2 其它非营利组织
19.2 自愿健康和福利组织财务报表
19.2.1 财务报表的目的
19.2.2 财务报表的基础
19.2.3 基金会计
19.2.4 财务报表
19.3 自愿健康和福利组织会计与报告例示
19.3.1 业务和分录列示
19.3.2 财务报表列示
19.4 其它非营利组织与自愿健康和福利组织在会计和报告上的差异
19.4.1 基金名称
19.4.2 捐赠承诺
19.4.3 某些固定资产的非资本化
19.4.4 捐赠劳务
19.4.5 资本增置与公共捐赠和收入的区别
19.4.6 公共捐赠、资本增置和收人的确认标准
19.4.7 财务报表
19.5 其它非营利组织会计分录和财务报表例示
19.5.1 年初资产负债表
19.5.2 运营业务与会计分录
19.5.3 期末资产负债表
19.5.4 运营业务表
19.5.5 现金流量表
19.5.6 不采用基金会计的其它非营利组织
19.6 报告主体的界定
19.6.1 自愿健康和福利组织报告主体指南
19.6.2 其它非营利组织报告主体指南
第20章 审计
20.1 概述
20.1.1 审计的定义
20.1.2 审计的分类
20.1.3 管理当局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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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外部审计师的分类
20.1.5 审计协议
20.2 审计准则
20.2.1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公认审计准则
20.2.2 政府审计准则――公认政府审计准则概览
20.2.3 会计总署审计准则（公认政府审计准则）提要
20.3 审计程序
20.4 财务报表审计（财务审计）
20.4.1 审计准则
20.4.2 审计程序
20.4.3 审计报告
20.5 专项审计
20.5.1 逐项补助审计
20.5.2 专项审计的目标
20.5.3 专项审计概述
20.5.4 《专项审计法案》的适用性
20.5.5 联邦财务援助（含奖励）定义
20.5.6 审计准则、指南及其相互关系
20.5.7 主要联邦财务援助项目
20.5.8 内部（会计和管理）控制概述
20.5.9 一致性审计
20.5.10 不法行为
20.5.11 次级受款单位
20.5.12 审计报告――］专项审计法案
20.5.13 州及地方政府的审计报告责任
20.5.14 其它事项
附录 英汉会计术语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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