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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十二章，包括总论、会计要素的核算和会计报表。
对于会计要素，分设货币资金和外币业务、应收和预什款项、存货、投资、固定资产和其他资产、负
债、所有者权益、损益力利润共十章。
这样的结构安排，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以总论为出发点，按会计的六要素展开，最后回到会
计报表上；二是考虑到旅游、饮食服务企来外币来务的日常性，专门介绍了外币业务的核算；三是考
虑到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一些共性，将共合并设置“投资”一章，作为联结流动次赠与非流动次赠
各章的纽带；四是考虑到收入和费用斯末均要转入“本年利润的共性，将鞭合并设置”损益“一章；
五是从思路清晰的我有度考虑，将利润的形成和分配合并设置“利润”章。

   本书主要特点融入了作者多年的会计教学经验和实务以验，深入浅出，总续概括性强；对有些难点
问题介绍得较为细致透彻底，犹如置身一课堂；紧密结合新会计制度，对于会计 项目均是先概述，然
后分别分介绍其账户设置和账务处理，最后再举例说明，思路清晰，举例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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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二章                              货币资金和外币业务                               第一节  货币资金一、
货币资金概述    货币资金是指在旅游、饮食服务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处于货币形态的那部分资金，
它是流动性最强的一种资产。
按其存放地点和用途的不同，货币资金可分为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旅游、饮食服务企业的财会部门是管理企业货币资金的专职机构，财会人员在货币资金的收付和保
管中，必须严格遵守银行规定的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加强货币资金的核算，正确、及时、完整地反映
货币资金的收支和结存情况，经常进行账账、账款的核对，保证货币资金的安全完整，监督财务收支
计划的执行；遵守上级主管部门和企业规定的开支标准，认真审查货币资金收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并注意防止和揭露营私舞弊、贪污盗窃等犯罪活动。
二、现金    现金是指存放在企业的货币资金。
现金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现金是指企业的库存现金，库存现金是指存放在企业财会部门由出纳人员经管的现金，包括人
民币现金和外币现金。
本章现金的概念是指狭义的现金。
广义的现金除了库存现金外，还包括银行存款和其他符合现金定义的票证。
    旅游、饮食服务企业财会部门拨给本企业内部其他部门或个人开支用、找零用以及其他业务上周转
必需的备用现金，在会计核算上通常作为其他应收款核算，具体核算方法将在第三章介绍。
    (一)现金的管理    由于现金的流动性最强，又最容易被挪用和侵吞，因此旅游、饮食服务企业必须建
立一套完善而严密的现金管理制度，以保证现金能在经营过程中合理、通畅地流转，提高现金的使用
效益，保护现金的安全。
    1．现金的管理制度    为了加强现金管理，缩小现金流通范围，国务院于1988年颁布了《现金管理暂
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
凡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下简称开户银行)开立账户的单位，都必须按照此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
定收支和使用现金，接受开户银行的监督。
该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规定现金的使用范围    各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
除规定的范围可使用现金外，其余必须通过银行办理转账结算。
企业只可在下列范围内使用现金：    ①职工工资、津贴；    ②个人劳务报酬；    ③根据国家规定颁发
给个人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育等各种奖金；    ④各种劳保、福利费用以及国家规定的对个人的
其他支出；    ⑤向个人收购农副产品和其他物资的价款；    ⑥出差人员必须随身携带的差旅费；    ⑦
结算起点(目前规定为1 000元)以下的零星支出；    ⑧中国人民银行确定需要支付现金的其他支出，如
开户单位因采购地点不确定、交通不便、抢险救灾以及其他特殊情况办理转账结算不方便时，可向开
户银行提出书面申请，由本单位财会部门负责人签字盖章，经开户银行审查批准后予以支付现金。
    (2)核定企业库存现金的限额    为方便开户单位日常零星开支，简化向开户银行提取现金的手续，开
户银行应当根据开户单位規模大小、现金收支多少以及距离银行远近等情况，核定其3天至5天的日常
零星开支所需的库存现金限额。
边远地区和交通不便地区的开户单位，其库存现金限额可以多于5天，但不得超过15天的日常零星开支
需要。
对于不在银行单独开户的附属单位，也要核定库存现金的限额，其限额包括在开户单位的库存现金限
额之内；对于服务业的找零备用现金，则要根据营业额来核定定额，但不包括在开户单位的库存现金
限额之内。
库存现金限额一经核定，各单位应严格遵守，不得随意突破。
需要增加或者减少库存现金限额的，应当向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由开户银行核定。
    (3)规定不准“坐支”现金    开户单位收入的现金，一般应于当日送存银行，当日送存确有困难的，
可于次日上午送交银行，以保证现金的安全；支付现金，可从本单位的库存现金中支付或从开户银行
提取，不得从本单位的现金收人中直接支付(即坐支)；确实需要坐支现金的单位，要事先报经开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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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查批准，由开户银行核定坐支范围和限额。
坐支单位必须在现金账上如实反映坐支金额，并按月向开户银行报送坐支金额和使用情况。
    (4)建立健全现金账目    开户单位必须建立健全现金账目，逐笔记载现金收付，账目要日清月结，做
到账款相符。
不准用不符合财务制度的凭证顶替库存现金，即不得“白条顶库”；不准单位之间相互借用现金；不
准谎报用途套取现金；不准利用银行账户代其他单位和个人存人或支取现金，即出借账号；不准将单
位收入的现金以个人名义存储；不准保留账外公款(即小金库)等。
若违反上述规定，将按《条例》规定进行处罚。
    旅游、饮食服务企业在日常办理有关现金收支业务时要遵守上述现金管理条例的規定。
现金收入应于当日送存开户银行；支付现金，可以从本企业库存现金限额中支付或者从开户银行提取
，不得从本企业的现金收入中直接支付(即坐支)。
因采购地点不固定、交通不便以及其他特殊情况必须使用现金的，应向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开户银
行审核后，予以支付现金。
    2．现金的內部控制    旅游、饮食服务企业在现金管理中，除必须遵守现金管理制度外，还必须加强
现金的内部控制，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牵制制度和现金收付、保管的业务手续制度。
    (1)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牵制制度    由于企业货币资金的收付频繁，容易产生差错和漏洞，因此，为保
证会计核算资料的准确和货币资金的安全，应根据内部牵制的原则，建立健全企业的内部牵制制度。
实行内部牵制制度主要是指货币资金的收付、保管和记账工作应由两个以上的人员进行，实行钱账分
管，会计人员主要负责记账工作，不得兼管出纳工作；出纳人员主要负责现金的收付和保管工作，不
得兼管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费用、债权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但为工作方便起见，出纳人员
可以负责记载现金日记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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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自90年代起，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的会计
改革全面展开，一方面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另一方面又要考虑本国的国情。
继1992年11月财政部颁发《企业会计准则》以来，先后出台了13大行业的会计制度、股份公司会计制
度、具体会计准则、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以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等，并两次修订了《会计法
》。
为了适应我国会计改革的纵深发展，对于广大财会人员来说，及时学习、领会和掌握新知识，就显得
尤为重要。
惟有如此，才能适时更新会计观念，调整知识结构，掌握新的操作技能。
    旅游、饮食服务企业是我国第三产业中重点发展的行业，涉及面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其会计信息的质量不容忽视。
本书以现代会计理论为指导，以2001年财政部颁发的《企业会计制度》为主要依据，辅之以已颁布的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等法规条例，结合旅游、饮食服务企业的性质和特点，全
面、系统地阐述了旅游、饮食服务企业会计核算的全过程，适用于旅行社、饭店(宾馆、酒店)、度假
村、游乐场、歌舞厅、餐馆、酒楼、旅店、理发、浴池、照相、洗染、修理、咨询等各类经济性质和
各种组织形式的旅游、饮食服务企业的会计核算业务。
    全书共分十二章，包括总论、会计要素的核算和会计报表。
对于会计要素，分设货币资金和外币业务、应收和预付款项、存货、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损益和利润共十章。
这样的结构安排，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以总论为出发点，按会计的六要素展开，最后回到会
计报表上；二是考虑到旅游、饮食服务企业外币业务的日常性，专门介绍了外币业务的核算；三是考
虑到短期投资与长期投资的一些共性，将其合并设置“投资”一章，作为联结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
各章的纽带；四是考虑到收入和费用期末均要转入“本年利润”的共性，将其合并设置“损益”一章
；五是从思路清晰的角度考虑，将利润的形成和分配合并设置“利润”一章。
    本书的撰写力求将基础性、系统性、实践性和必要的前瞻性相结合，做到体系完整，结构严谨，内
容新颖，理论联系实际，表述准确，文字精练，通俗易懂。
书中不仅对于旅游、饮食服务企业特有经济业务的核算以及重点和难点内容进行了详细地介绍，而且
对于《企业会计制度(2001年)》颁布后出台的具体会计准则(如固定资产准则)也予以介绍，体现了前瞻
性原则。
    本书的主要特点是融入了作者多年的会计教学经验和实务经验，深入浅出，总结概括性强；对有些
难点问题介绍得较为细致透彻，犹如置身于课堂；紧密结合新会计制度，对于会计项目均是先概述，
然后分别介绍其账户设置和账务处理，最后再举例说明，思路清晰，举例丰富。
因此，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本书的适用面较广，既可作为旅游、饮食服务企业广大财会人员处理会计实务的工具书，又可作为
大中专财经院校开设旅游、饮食服务企业会计课程的最新教材和教学参考用书，还可作为广大财会人
员自学以及参加各种会计专业考试的参考书。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财政部会计司刘玉廷司长和其他会计专家的有关著作，在此一并向作者表
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唐丽春老师和李殿平同志的关心和帮助，谨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水平和篇幅有限，本书的缺点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
以后改进。
                                                                                                                                         作者                                                                   
  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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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的适用面较文，即可作为旅游、饮食服 务企来广大财会人员处理会计实务的工具书，又可作
为大中专财经院校开设旅游、饮食服务什来会计课程的最新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还可作为广大财会人
员自学以及参加各种会计专业考试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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