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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教程》

前言

　　2006年2月财政部发布了1项基本会计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于2007年1月1日正式在上市公司
实施，以指导其他企业会计工作，构建了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充分趋同。
它的发布是我国一项重大的会计改革，是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重要举措，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本书以
新修订的《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
税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为依据，联系基础会计实务并借鉴国际惯例，以企业会计为重点，适当结合
机关、事业等其他经济单位的特点，全面、系统地阐述手工会计与电算化会计会计的基本记账原理、
原则和方法。全书分十六章，具体包括绪论，会计的前提和会计原则，账户和复式记账，成本、费用
和营业收入、利润，所有者权益，实地盘存制和永续盘存制，账户分类，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记账
，对账和结账，财产清查，财务会计报告，账务处理程序，会计工作的组织，会计电算化。　　本次
修订主要充实了有关新修订《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等的内
容，体现了会计国际化的思想。另外，由于目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单位使用计算机记账，为了适应我国
会计电算化（或称会计信息化）发展的新形势，本次修订不仅介绍有关手工会计记账基本原理，还介
绍有关电算化会计记账基本原理，实行手工会计原理与电算会计原理并举，很好地处理了教学内容与
体系方面的经典与现代、基础性与先进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突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体现了信息
时代的特征和会计发展的方向，以适应我国会计电算化蓬勃发展的需要。　　本次修订在具体内容的
处理上既尊重新《企业会计准则》等会计相关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又不拘泥于对会计相关法规的解释
，避免了把教材写成了会计相关法规的说明书。本次修订吸收了会计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自己长期
从事会计教学科研以及会计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ERP等）开发实践的体会，贯彻了理论源于实
践又要高于实践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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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教程》

内容概要

《基础会计教程(第3版)》结合2006年2月颁布的最新《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新《公司法》
和最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等其他会计相关法规，将《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等有关新修订的内容充实进来，在阐述传统手工会计处理的同时，又介绍了电算
会计的处理，实行手工会计原理与电算会计原理并举讲解，以适应我国会计电算化（或称会计信息化
）蓬勃发展的需要。《基础会计教程(第3版)》结合基础会计实务并借鉴国际惯例，以企业会计为重点
，适当结合机关、事业等其他经济单位的特点，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基础会计的原理、原则和方法。
《基础会计教程(第3版)》为2000年江苏省一类优秀课程“会计学课程群”课程之一，2006年又获得江
苏省一类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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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教程》

书籍目录

第三版前言第二版前言第一版前言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会计的意义    一、会计的产生和发展    二、
会计的概念    三、会计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四、会计的本质  第二节　会计的目的与性质    一、会计的
目的    二、会计的特点    三、会计的性质  第三节　会计的对象    一、会计的一般对象    二、资金及资
金运动    三、工业企业会计的对象    四、商品流通企业会计的对象    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的对象  
第四节　会计的职能与任务    一、会计的职能    二、会计的任务  第五节　会计的方法    一、会计的方
法依存于会计数据处理技术    二、会计的方法    三、会计核算的方法    四、会计分析和会计检查的方
法  第六节　会计学及其分支    一、会计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    二、会计学的内容第二章　会计前提和
会计原则  第一节　会计前提的意义  第二节　会计前提的基本内容    一、会计主体    二、持续经营    三
、会计分期    四、货币计量　第三节　会计原则    一、企业会计准则的概念    二、企业会计准则的内
容    三、企业会计准则的产生与发展    四、新《企业会计准则》的特点和创新    五、会计核算的一般
原则第三章　账户和复式记账  第一节　会计要素及其关系    一、反映财务状况的要素    二、确定经营
成果的要素    三、会计等式  第二节　会计科目    一、会计科目的意义    二、会计科目的设置    三、会
计科目的分类  第三节　账户及其结构    一、账户及设置账户的必要性    二、账户的基本结构    三、借
贷记账法账户的结构    四、会计对象、会计要素、会计科目、账户的关系  第四节　复式记账    一、记
账方法    二、借贷记账法    三、账户对应关系和会计分录  第五节　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    一、
为什么要同时设置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    二、总分类账户与明细分类账户的关系    三、总分类
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　　⋯⋯第四章  成本、费用和营业收入、利润第五章  所有者权益第
六章  实地盘存制和永续盘存制第七章  账户分类第八章  会计凭证第九章  会计账簿第十章  记账第十一
章  对账和结账第十二章  财产清查第十三章  财务会计报告第十四章  账务处理程序第十五章  会计工作
的组织第十六章  会计电算化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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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会计的意义　　一、会计的产生和发展　　（一）会计的产生　　1
．人类会计行为的起源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
要中产生的；是从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从计算时间和制造器皿中产生的。”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
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会计思想、会计行为的起源和发展与数学的起源和发展都有着十分密切的
联系。如果从人类从事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社会再生产）活动的需要来考察这一问题，那么，
可以说会计与数学发端于同一源流，二者的产生出自人类的同一动机。反过来讲，离开了数学表现方
式，人类最初的会计行为——计量、记录行为便无法成立。　　不仅如此，会计学的发展和数学的发
展始终是相互影响着的。时至今日，数学依然是现代会计学的一大支柱。　　2．人类会计行为产生
的前提条件　　人类会计行为的产生是以人类生产行为的产生、发展为根本前提的。没有人类生产行
为的产生、发展，便不可能有人类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原始会计行为——计量、记录行为的产生。　　
但究竟人类的会计思想、会计行为产生在什么时候？产生在哪个阶段呢？有两种观点：一是有了生产
便有了会计行为；二是会计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我们认为，只有当人类能够正常
地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以至生产的收获物大体能够保障人类生存和正常繁衍需要的时候，人类
关心劳动耗费、劳动成果的思想才能油然而生。因此，才可以说人类为管理社会生产而着手计量、记
录的时代开始了。由于最初会计只是作为“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即由生产者在“生产时间之外附
带地把收支、收支日等记载下来”，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出现剩余产品之后，会计才
渐渐地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职能，由专职人员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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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教程》

精彩短评

1、还没看的，内容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当当发货都很好
2、正在看 书是正版的 希望还能买其他的呢
3、书不错哦，希望我能从中学到专业知识
4、真不错，正版，比在学校购书要优惠好多，以后就在当当买教材了，就是当当怎么不支持交通银
行网银购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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