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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会计规范处理手册》由金艳虹主编，体现了会计信息系统的构成及其信息处理方式与过程，通过“
会计科目”的方式对生产经营信息进行处理。《会计规范处理手册》以规范的会计语语言介绍了会计
基础工作规范处理、资产类科目规范处理、负债类科目规范处理、共同类科目规范处理、所有者权益
类科目规范处理、成本类科目规范处理、损益类科目规范处理，并提供给经营者、决策者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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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处理
一、会计机构设置和会计人员
二、会计凭证规范处理
三、会计账簿规范处理
四、会计报告规范处理
五、会计交接规范处理
六、会计档案规范处理
七、会计监督
八、会计电算化规范处理
第二章 资产类科目规范处理
一、“库存现金”科目的规范处理
二、“银行存款”科目的规范处理
三、“存放中央银行款项”科目的规范处理
四、“存放同业”科目的规范处理
五、“其他货币资金”科目的规范处理
六、“结算备付金”科目的规范处理
七、“存出保证金”科目的规范处理
八、“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的规范处理
九、“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科目的规范处理
十、“应收票据”科目的规范处理
十一、“应收账款”科目的规范处理
十二、“预付账款”科目的规范处理
十三、“应收股利”科目的规范处理
十四、“应收利息”科目的规范处理
十五、“应收代位追偿款”科目的规范处理
十六、“应收分保账款”科目的规范处理
十七、“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科目的规范处理
十八、“其他应收款”科目的规范处理
十九、“坏账准备”科目的规范处理
二十、“贴现资产”科目的规范处理
二十一、“拆出资金”科目的规范处理
二十二、“贷款”科目的规范处理
二十三、“贷款损失准备”科目的规范处理
二十四、“代理兑付证券”科目的规范处理
二十五、“代理业务资产”科目的规范处理
二十六、“材料采购”科目的规范处理
二十七、“在途物资”科目的规范处理
二十八、“原材料”科目的规范处理
二十九、“材料成本差异”科目的规范处理
三十、“库存商品”科目的规范处理
三十一、“发出商品”科目的规范处理
三十二、“商品进销差价”科目的规范处理
三十三、“委托加工物资”科目的规范处理
三十四、“周转材料”科目的规范处理
三十五、“消耗性生物资产”科目的规范处理
三十六、“贵金属”科目的规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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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抵债资产”科目的规范处理
三十八、“损余物资”科目的规范处理
三十九、“融资租赁资产”科目的规范处理
四十、“存货跌价准备”科目的规范处理
四十一、“持有至到期投资”科目的规范处理
四十二、“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科目的规范处理
四十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的规范处理
四十四、“长期股权投资”科目的规范处理
四十五、“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科目的规范处理
四十六、“投资性房地产”科目的规范处理
四十七、“长期应收款”科目的规范处理
四十八、“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的规范处理
四十九、“存出资本保证金”科目的规范处理
五十、“固定资产”科目的规范处理
五十一、“累计折旧”科目的规范处理
五十二、“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目的规范处理
五十三、“在建工程”科目的规范处理
五十四、“工程物资”科目的规范处理
五十五、“固定资产清理”科目的规范处理
五十六、“未担保余值”科目的规范处理
五十七、“生产性生物资产”科目的规范处理
五十八、“生产性生物资产累计折旧”科目的规范处理
五十九、“公益性生物资产”科目的规范处理
六十、“油气资产”科目的规范处理
⋯⋯
第三章 负债类科目规范处理
第四章 共同类科目规范处理
第五章 所有者权益类科目规范处理
第六章 成本类科目规范处理
第七章 损益类科目规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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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处理　　一、会计机构设置和会计人员　　（一）会计机构设置要求　
　1.设置会计机构应以会计业务需要为基本前提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第
六条规定，是否单独设置会计机构由各单位根据自身会计业务的需要确定。一般而言，一个单位是否
单独设置会计机构，往往取决于下列各因素：　　（1）单位规模的大小。一个单位的规模往往决定
了这个单位内部职能部门的设置。一般来说，大中型企业和具有一定规模的事业行政单位，以及财务
收支数额较大、会计业务较多的社会团体和其他经济组织，都应单独设置会计机构，如会计（或财务
）处、部、科、股、组等。以便及时组织本单位各项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的核算，实行有效的会计监
督。　　（2）经济业务和财务收支的繁简。经济往来频繁、财务收支量大的单位，有必要单独设置
会计机构，以保证会计工作的效率和会计信息的质量。　　（3）经营管理的要求。有效的经营管理
是以信息的及时准确和全面系统为前提的。一个单位在经营管理上的要求越高，对会计信息系统的要
求也越高，从而决定了该单位设置会计机构的必要性。　　2.不设置会计机构的单位，应当配备会计
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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