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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高层次会计人才培养体系，
建设一支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的会计人才队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于2003年批准
设立了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项目，并于2004.年批准中国人民大学等21个试点培养单位开展会
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教育的试点工作；同时，3所国家会计学院也获准分别与有关高校以联合
培养的方式开展会计硕士（MPAec）专业学位教育。
2007年，北京交通大学、吉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等四所高校通过审批，新增为试点
培养单位。
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是国际通用的专业学位，其英文全称是Masterof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英文缩写为MPAcco早在1948年，美国得克萨斯一奥斯汀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atAustin）就在全球
最早设立了专业会计硕士（Masterin Profes-sional Accotnting）项目。
这个项目创立伊始，就定位于培养学生高超的会计技术和职业技巧，强调培养学生适应高速变化的商
务环境和步伐快捷的竞争的能力，最终培养具有全球视角、高度责任感和未来领导能力的会计人才，
以便为其在企业界获得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与会计学学术性硕士学位是规格不同的两种学位类型，各有侧重。
MPAcc的招生办法、教育内容、培养模式、质量标准等都更突出职业要求，更注重学术性与职业性的
紧密结合。
MPAcc·教育的培养目标包括：宏观形势的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职业判断能力；财务管理能力
；内部控制能力；熟练掌握会计法规及国际国内会计标准的能力；良好的职业道德。
总体而言，着眼于为学生毕业后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和职业要求做好准备，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环境的
变化和职业的拓展，满足知识和专业技巧方面对会计专业人士提出的更高要求，同时注重协调、沟通
和领导能力的培养。
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自2004年开始招生，截至2010年6月，已有六批近12000名学员先后加入
了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项目的学习；2010年10月，第七批在职攻读会计硕士（MPAee）专业
学位全国联考的报名工作即将开始，招生对象为2008年7月31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
业并取得学历证书（一般应有学位证书）、从事会计或相关领域实际工作两年以上的在职人员。
MPAcc教育实行学分制，学生需按规定修完所有的必修科目，并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选修部分科目。
教学内容要求学以致用，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教学方法灵活多样，采用课堂讲授、研讨、模拟训练、案例分析、社会调查和实习等多种形式。
学生成绩通过考试、作业、案例分析、课堂讨论、撰写专题报告等多方面综合评定。
学位论文选题要求紧密结合会计实务。
论文可以采用研究报告、调研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等多种形式。
论文内容应体现学生运用会计学科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方法等分析与解决会计实际问题的能力
。
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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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财务报告的基本目标、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要素、应收账款与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收入
、费用和利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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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预设及其逻辑特征预设是指为使一个命题成立而预先假定的条件，是交际双方共同认可的先决条
件，即通常所说的“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事情。
例如，“火车站钟楼上的钟走得不准”。
这个命题就预设了：“火车站有钟楼，钟楼上有钟。
”一个命题和它的否定（负命题）拥有相同的预设。
即，如果T是命题P的预设，那它也是非P的预设，反之亦然。
二、预设的共知性预设有一个重要的性质，即预设交际双方所共有的背景知识，而且是无可争议的知
识，这就是预设的共知性。
这种共知性知识可以是人所共知，也可以仅为交际双方所共知。
如果是人所共知的知识，那么就是一种普遍性的真理性的知识；如果是仅为交际双方所共知的知识，
那么可以是一些特殊性的、个别性的信息材料。
例如，“太阳距离地球1.5亿公里”的预设“有一个星球叫地球”、“有一个星球叫太阳”、“这两个
星球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等就是人所共知的。
而命题“张三的儿子五岁了”的预设“张三有儿子”就是仅为交际双方所共知的信息。
预设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被撤销，这是预设的一个性质。
在一个推理中，凡是前提中的命题的预设，都可以作为推理的依据。
三、复杂问语的回答当一个问句中包含了某个对方没有承认或根本不能接受的预设时，这个问句就是
一个复杂问语。
一般来说，提问者通过诱使对方对复杂问语进行回答，达到让对方承认复杂问语所隐含的预设的目的
。
例如，“你是否戒烟了？
”这个问句隐含了一个预设“你曾经抽烟”。
对这个问句，不论是做肯定的回答“是”，还是做否定的回答“不是”，都等于承认了这一预设。
因此，对于复杂问语，不能不加分析地简单地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是应该直接针对预设本身做出
回绝或回避。
所谓回绝是指对预设直接加以否定，例如，对上述复杂问语应做出如下回答：“我从来不抽烟”；所
谓回避是指直接针对预设做出提问式的回答，例如，对上述复杂问语应做出如下回答：“难道我曾经
抽过烟吗？
”第八节 辨识谬误一、同概念有关的谬误组成命题的词项，在传统逻辑中称为概念。
概念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
概念的语言表达形式是语词。
例如，“物质”、“上帝”、“电话机”等都是概念。
概念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即内涵和外延。
概念的内涵就是指这个概念的含义，即该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对象所特有的属性。
例如，“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其中，“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就是概念“商品”的内涵。
概念的外延就是指这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对象的范围，即具有概念所反映的属性的事物或对象。
例如，“十三经指的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
、《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这就是从外延角度说明“十三经”这个概念的。
根据概念外延的大小，概念可分为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
单独概念是反映独一无二事物对象的概念，如“北京”。
普遍概念是反映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的概念，如“学生”。
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是集合体，概念可分为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
反映集合体的概念是集合概念，如“鲁迅的小说不是两三天可以读完的”，其中“鲁迅的小说”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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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概念。
所谓集合体是指，由许多个体所组成的整体，且整体所具有的属性不为组成它的个体必然具有。
反映非集合体的概念是非集合概念，如“鲁迅的小说最长不超过三万字”，其中“鲁迅的小说”是非
集合概念。
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明确概念就是要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划分是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
1.定义定义由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三个部分组成。
被定义项就是被说明其内涵的概念，定义项用来说明被定义项的内涵，定义联项把被定义项和定义项
连接起来。
定义可表示为：Ds是Dp，其中，Ds是被定义项，Dp是定义项。
例如，“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其中，“商品”是被定义项，“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是定
义项，“是”是定义联项。
，定义的方法主要是属加种差方法。
属加种差方法就是通过说明概念最邻近的属概念和种差来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
如上例中对“商品”的定义。
定义必须遵守以下规则：（1）定义项的外延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应是相同的。
如果定义项的外延小于被定义项的外延，就要犯“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
例如，“企业就是从事现代化生产的经济活动部门”，就犯了“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
如果定义项的外延大于被定义项的外延，就要犯“定义过宽”的逻辑错误。
例如，“正方形是四角相等的四边形”，就犯了“定义过宽”的逻辑错误。
（2）定义项中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
如果定义项中直接包含被定义项，就要犯“同语反复”的逻辑错误。
例如，“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就犯了“同语反复”的逻辑错误。
如果定义项间接包含被定义项，就要犯“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
例如，“生命是有机体的新陈代谢”，而“有机体是有生命的个体”，就犯了“循环定义”的逻辑错
误。
（3）定义项中不能使用含糊的语词，不可用否定概念做定义项，不能用比喻下定义。
如果定义项中包含含糊的语词，或用否定概念做定义项，就会犯“定义含混”或“定义模糊”的逻辑
错误，例如，“生命就是通过塑造出来的模式化的新陈代谢”和“商品不是生产者用来自己消费的产
品”，就犯了“定义含混”的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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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0年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位联考将于10月举行。
为科学、公平、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的综合能力和基本素质，以利于选拔优秀人才入学，全国会计
硕士（MPAcc）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特组织专家编写了这本《2010年会计硕士（MPAcc）专业学
位联考考试大纲及考试指南》。
本书包括考试大纲和考试指南两大部分。
考试指南包括财务会计、逻辑、数学和写作。
其中，财务会计部分由上海财经大学钱逢胜编写；逻辑部分由清华大学陈为蓬和北京大学刘壮虎编写
；数学部分由中国人民大学胡显佑和中央财经大学单立波编写；写作部分由中国人民大学尹振海和北
京交通大学田卫平编写。
衷心希望本书能为考生在复习备考中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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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年会计硕士(MP Acc)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纲及考试指南》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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