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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微观经济学供求理论角度看，会计信息同样存在着供给和需求。
会计信息的供给由公司及其管理层实现，会计信息的需求则主要来自利害关系人等信息使用者。
无论是会计信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都需要具备足够的会计知识，以便有效地提供或使用可靠和相
关的会计信息，做出合理正确的经济决策。
由此，《会计学》教材作为了解和掌握会计知识的途径，自然应当关注会计信息供给方和需求方两者
的需求。
从会计信息供给方角度，本书着重阐述更透明的会计信息的整个生成过程，以减少企业管理层与投资
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从会计信息需求方角度，更多地阐释会计信息应当
如何被使用者有效地使用，以培养和提高会计信息使用者自身对会计信息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进
而提高其经济决策能力，减少决策损失，实现对自身利益的有效保护。
作为非会计学专业的学生，其立场和角度与会计学专业学生的立场和角度有所不同，他们是站在会计
信息使用者的角度而非会计信息提供者的角度来学习和掌握会计知识的，他们更多地关注怎样了解企
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以及如何透过财务报表的表象了解企业的真实状况。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编写本书时，遵循会计信息使用者导向，更多地关注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同时兼顾会计信息生成的技术细节和相关的会计程序，以期为非会计学专业学生了解和掌握基本的
会计知识提供更多的帮助。
　　本书是以国家颁布的《会计法》和颁布实施的具体会计准则为依据，吸收近年来国内外会计同仁
研究的新成果，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心得，按照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撰写而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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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非会计学专业学生对会计知识的需求，综合了基础会计学和中级财务会计学两部分内容。
首先对会计学进行总括介绍，之后系统地介绍会计核算的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按照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这些会计要素进行专项阐述，最后将各要素的信息汇总为会计信息的
最终载体——财务报告。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企业管理人员学习会计学知识的
专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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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前提的基础上进行选择使用。
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核算之前，必须对所处的经济环境是否符合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作出正确的判断
。
按照我国2006年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规定，我国企业会计假设包括：会计主体
、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四个方面。
（一）会计主体会计主体又称会计实体或会计个体，是指会计所服务的特定单位或组织。
会计主体明确了会计工作的空间范围。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五条规定：企业应当对其本身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
计量和报告。
会计主体假设要求会计人员只能核算和监督所在主体的经济活动。
其意义在于：一是将特定主体的交易或事项与会计主体的交易或事项区别开来；二是将该主体的交易
或事项与其他会计主体的交易或事项区别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会计主体与法律主体不是同一概念，它可以是一个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也可以是
若干家企业通过控股关系组织起来的集团公司，也可以是企业、单位下属的二级核算单位。
一般来说，法律主体一定是一个会计主体，但会计主体不一定是法律主体。
如母公司和子公司是会计主体，同时也都是法律主体；而总公司和分公司不同，前者是会计主体和法
律主体，后者只是会计主体，却不是法律主体。
而且，一个法律主体可以包括多个会计主体（如分公司、车间），一个会计主体也可以有多个法律主
体（如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集团公司）。
此外，由企业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基金等，尽管不属于法律主体，但属于会计主体，应当
对每项基金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
（二）持续经营所谓持续经营，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计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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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破产清算。
它明确了会计工作的时间范围。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六条规定：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以持续经营为前提。
会计主体确定后，只有假定这个作为会计主体的企业或行政事业单位是持续、正常经营的，会计原则
和会计方法的选择才有可能建立在非清算的基础之上。
　　明确了这一假设，就意味着会计主体将按照既定的用途去使用资产，负债将按照既定的合约条件
到期予以偿还；债权到期也将及时收回；收入与费用按期正常地计量和记录等。
在此基础上，企业所采用的会计原则、会计方法才能保持稳定，才能正常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从而保持会计信息处理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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