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总结

第一节  会计的含义、职能及目标

1、企业的性质和类型

①性质：a、制造业：将原材料通过一定的过程加工成产品并完成销售。

        b、商品流通业：不生产商品只是销售赚取差价。

        c、服务业：提供服务。

②类型：a、独资企业

        b、合资企业

        c、公司

2、利益相关者

（一）含义：是指其利益与企业的财务变化或经营业绩相关的个人或组织。

（二）包括：所有者 经营管理者 员工 债权人 政府

3、企业中的会计

   商业语言：会计作为一个提供决策所用的的信息系统向其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

                             第二节  会计概述（15 世纪是古代会计与现代会计的分水岭）

一、会计的概念

1、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a、商代我国已有了单式记账法

      b、宋代发明了四柱结算法（里程碑）

         四柱：旧管：期初的剩余

               新收：本期的收入

               开除：本期的支出

               实在：期末的剩余

              “ 旧管”+“新收”-“开除”=“实在”
国外：1494 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巴其阿勒为现代会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会计的概念

（一）概念：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建立会计信息系统收集加工和利用

            以一定的货币单位为计量标准来表现的经济信息对经济活动进行组织控制调

            节和指导促使人们比较得失权衡利弊讲求经济效益的一种管理活动。

（二）会计的职能：核算与监督

                  核算是监督的基础  监督是核算的保障

（三）会计的特点：1、以货币为主要的计量单位

                  2、连续性 系统性 完整性 综合性

                  3、核算与监督相结合

                  4、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

（四）会计的作用：指会计的各项职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实现和利用之后产生

的效果。

      会计的消极作用：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做假账）。

第三节  会计的对象

一、会计对象的概念：即社会的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

                    资金：是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各项财产物资的货币表现及货币本身。

                    资产：是资金的具体表现形态。

                    紫荆和资产的关系:资产是资金的具体表现形式，资金使资产的抽象。

1.3 会计核算的基本准则

一、基本前提



1、会计主体：是指会计核算服务的对象，即为谁核算，企业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空间范围。

 （空间范围）

2、持续经营：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企业将按照当前的规模和状态持续经营下去不会面临破产和清

算。

 （时间）

3、会计分期：指将一个企业持续经营的生产活动划分为一个个连续的长短相同的区间，持续经营是

会计分期的前提。

 （会计分期最长为一年）

4、货币计量：指会计主体在会计核算过程中采用货币作为计量单位记录反映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

            动情况。（我国的会计核算以人民币为计量本位币。）

1.4 会计方法

1、会计的核算方法（流程）

   设置会计科目和账户 → 复式记账 → 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 → 登记账簿 → 成本计算 → 财产清查 

→

   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 会计资料分析利用

2、会计分析方法

3、会计检查方法

1.5 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

   A、信息质量  
   B、确认计量

   C、修正调整

1、信息质量

①真实性原则

②有用性原则（相关性原则）

③可比性原则：横向比较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比较

④一致性原则：纵向比较统一会计主体不同时期比较

⑤及时性原则

⑥清晰性原则

2、确认和计量

①划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收益性支出：仅与本期收益有关的支出。

                              资本性支出：与本期及以后隔期收益均有关的支出。

②实际成本计价原则：各种财产物资按取得或构建时发生的实际成本计价即支付的货币总额。

                    注：不随物价变动而变动。目的是防止会计改帐。

③配比原则：将收入与其有因果联系的费用成本对比后确认损益。

      作用：有所得必有所耗，存在因果联系将其配比才能正确真实的确认特定时期的经营成果。

      内容：因果配比：收入与对应的成本相配比。

            时间配比：一定时期的收入与同期费用配比。

④权责发生制原则:是指企业按收入的权利和发出的义务是否归属于本期末确认收入费用的标准，而

不是按款项的实际收支是否在本期发生，也就是以应收个应付为标准。（应收应付制）

④（附）收付实现制：亦称现收现付制原则，以款项是否实际收到或付出作为确定本期收入和费用的

标准。

3、修正调整

①谨慎性原则（稳健性原则）：会计核算中对可能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应合理预计并入账，而对可能取

得的收入则不提

                           前入账。（合理预计损失而不预计收益）例如：坏账准备 5‰ ~ 100%



                     作用：对存在的风险合理估计和防范风险减少发生时对经营的影响。

②重要性原则：会计核算中对经营业务在全面反映的基础上重要的单独反映、重点说明、次要的简化

合并。

        作用：既能重点突出又能简化核算手续，节约核算费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③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会计要根据经济业务的实质进行核算而不仅根据其外在表现形式进行核算。

                    经济现象越来越复杂，经济现象的表现形式日趋多样化，会计必须反映经济事

实，而不是简

                    单反映其经济形势。例如：融资租赁

第二章 会计科目与账户

第一节 会计要素和会计恒等式

一、会计要素

1、含义：会计对象，即会计化了的经济活动的细分，是设计会计报表结构和内容的依据，也是进行

确认和计量的依

         据。

2、内容（制造业）：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者权益成为股

东权益。

（1）资产（现时性）特点：①现时性（过去的）                资金来源：①负债

                         ②企业拥有或控制                            ②自有

                         ③预期

                         ④可以通过货币计量

（2）负债（现时性）：是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式的，预取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的企业的现时义务。

              特点：①过去的（现时性）

                    ②一项义务，利益流出。

                    ③可以通过货币计量。

                    ④必须能以货币计量。

（3）所有者权益：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是企业资产和扣除负债后，所有者所享有

的剩余权利。

           特点：①所有者权益除非发生减资、清算，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偿还（资本永久性）。

                 ②企业清算时，负债往往优先偿还，而所有者权益只能在清偿虽有的负债后，才

返给所有者。

                 ③所有者凭借其所有者权益能够分到利润，而债权人则不能参与利润分配。

        （风险、收益）债权人 < 所有者

         财务状况要素（静态要素）：指企业某一日经营资金的来源个分布状况。

                                  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4）收入：指企业在日常活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

收入。（狭义）

     特点：①收入是从企业日常活动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偶发的交易或事项中产生的。

           ②收入可能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增加，也可能表现为企业负债的减少或二者兼而有之。

           ③收入将引起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④收入只包括本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不包括客户代收的款项。

（5）费用：制企业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出（狭义）。

     特点：①费用是在企业日常活动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偶发的交易或事项中产生的。

           ②费用可能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减少，也可能表现为企业负债的增加，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③费用将引起所有者权益的减少。

（6）利润：指企业在一起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



经营成果要素：（动态要素）包括收入、费用、利润。

会计恒等式：理论  ①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 会计恒等式

            基础  ②收入 - 费用 = 利润

              注：“利润”可以转化成“所有者权益”，所以会计恒等式是“①”
第二节  会计科目（简称：“科目”）

含义：是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进行匪类核算的标志或项目。它是对会计要素的进一步科学阐述，是

会计核算内容具体分类标志。

会计科目：为了对会计要素进行全面，具体的反映和监督，就需要对会计要素进行进一步的科学分类，

划分为若干个项目，通常将具有相同性质的经济事项归为一类 ，并明确其可算内容，而这些项目，

在会计上就称为会计科目。

设置会计科目：就是对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加以科学归类，进行分类核算与监督的一种方法。

明细分类科目总分类科目

二级科目 明细科目

机器设备 A 机床  B 机床固定资产

运输工具 卡  车 轿  车

一车间 A 产品 B 产品生产成本

二车间 C 产品 D 产品

每一项经济业务的发生都会引起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资产和权益（负债及所有者权益）项目发生增减变

化，但其变化的结果不会破坏“资产 = 权益”的恒等关系。

会计科目的分类：1、按反映的经济业务的内容分类（简称：会计要素分类）

                   A、资产类（流动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其他资产等）

                   B、负债类

                   C、所有者权益类（利润类）

                   D、成本类（资产类）

                   E、损益类（收入、费用）

     注：没有收入类和费用类他们都归为损益类。

      2、按提供指标的详细程度。

         A、一级科目（总分类科目） → 各项名称一定

         B、明细科目 → 根据情况自定

     会计对象  —（具体化）→ 会计要素 —（科学分类）→ 会计科目

会计事项的发生对会计等式的影响：

例 1：光大公司 20 万元开设一家服务中心，设中心与 2004 年 12 月 1 日成立并开始营业，其发生的经

济业务如下：

业务 1：2004 年 12 月 1 日获得光大公司投资 200000 元，当即存入银行。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银行存款                                    实收资本

           +200000                                     +200000
        这类经济业务的发生，使会计等式的左右两方同时等额增加。

业务 2：2004 年 12 月 3 日，以银行存款购买修配材料一批 10000 元。   资产 = 权益 “↑”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银行存款  材  料

        -10000   +10000
        这类经济业务的发生，使会计等式左方有增有减。     资产 = 权益 “—”

业务 3：2004 年 12 月 8 日，中心借入短期资金 100000 元。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银行存款  材  料         短期借款               实收资本

       +190000   +10000                                +200000
       +100000                  +100000
       这类经济业务的发生，使会计灯饰的左右两方同时等额增加。   资产 = 权益 “↑”

业务 4：2004 年 12 月 10 日，中心向大海公司购进修配材料一批，价值 20000 元，款项尚未支付。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银行存款  材  料    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实收资本

       +290000   +10000    +100000                        +200000
                 +20000              +20000
       这类经济业务的发生，使会计灯饰的左右两方同时等额增加。   资产 = 权益 “↑”

业务 5:2004 年 12 月 15 日，中心以银行存款 8000 元偿还所欠大海公司的部分贷款。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银行存款  材  料    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实收资本

       +290000   +30000    +100000   +20000             +200000
       -8000                         -8000
       这类经济业务的发生，使会计灯饰的左右两方同时等额减少。   资产 = 权益 “↓”

业务 6:2004 年 12 月 25 日，服务中心开出一张票据（应付票据）交给大海公司，约定三个月后归还所

欠其余 12000 元贷款，并支付利息。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银行存款  材  料    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实收资本

       +282000   +30000    +100000   +12000                 +200000
                                     -12000   +12000
        这类经济业务的发生，使会计等式右方有增有减。     资产 = 权益 “—”

结算方式：①现金/存款

          ②预付款（债权“↑”，资产“↓”）
          ③赊购：<1>、信用 → 应付账款

                  <2>、应付票据

业务 7:2004 年 12 月 27 日，光大公司代替服务中心偿还了 80000 元的银行借款，并以此作为对服务中

心进行追加的投资。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银行存款  材  料    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实收资本

       +282000   +30000    +100000      0     +12000         +200000
                           -80000                            +80000
        这类经济业务的发生，使会计等式右方有增有减。     资产 = 权益 “—”

业务 8:2004 年 12 月 28 日，光大公司委托服务中心代还一笔 20000 元的贷款，以此作为投资的减少，

服务中心尚未还款。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银行存款  材  料    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实收资本

       +282000   +30000     +20000      0     +12000         +200000
                                     +20000                  -20000
        这类经济业务的发生，使会计等式右方有增有减。     资产 = 权益 “—”

       若中心马上还款则为：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银行存款  材  料    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实收资本

       +282000   +30000     +20000      0     +12000         +200000



       +20000                                                -20000

业务 9 中心运营中，支付房屋租金 3600 元，员工工资 11200 元，水电费 740 元以及其他事项费用 460
元，共计 16000 元，耗用维修材料 14000 元。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银行存款  材  料    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实收资本 营业费用

       +262000   +30000     +20000   +20000   +12000     +240000
       -16000    -14000                                            +30000
       这类经济业务的发生，使会计灯饰的左右两方同时等额减少。   资产 = 权益 “↓”

业务 10：本月收入 40000 元，收到现金 28000 元已存入银行，余款尚未收到。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银行存款  材  料  应收账款    短期借款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实收资本 营业费用  营

业收入

       +246000   +16000              +20000    +12000   +240000     +240000  +30000
       +28000             +12000                                                       
+40000
       这类经济业务的发生，使会计灯饰的左右两方同时等额增加。   资产 = 权益 “↑”

结论：（1）每一项业务都会引起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要素项目发生变化，但不会改变其恒等关系。

     （2）经济业务的类型：①资产与权益同时增加

                          ②资产与权益同时减少

                          ③资产一方有增有减

                          ④权益一方有增有减

     （3）资产，权益同增同减会改变其总额。

          资产，权益一方有增有减不会改变其总额。

第三节  会计账户

一、会计账户的概念

根据会计科目开设的，具有一定的结构，用来系统、连续的记载各项经济业务的一种手段。

二、会计账户与会计科目的关系

1、联系：会计科目是设置会计账户的依据，是会计账户的名称，会计账户是会计科目的具体运

用，会计科目所反映的具体内容，就是会计账户所要登记的内容。

2、区别：会计科目只是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的分类，本身没有结构，会计账户则有相应的结

构，具体反映资金的运动状况。

注：没有科目就没有账户，先有科目后有账户。

三、会计账户的结构、内容：                         借方、贷方、余额 → 三栏式会计账户

1、会计账户核算

   本期期末   =   本期期初   +   本期增加   -   本期减少

   （余额）       （余额）      （发生额）     （发生额）

2、“丁”字形账户

        

      

账户名称

借方 贷方会计科目（左方） （右方）



      
      说明:①每个账户的本期增加额和本期减少额，应分别记入借贷两方。

           ②如果借方记增加，那么贷方记减少，反之亦然。

           ③期初、期末余额的方向与增加额的方向相同，与减少额的方向相反。

           ④借贷方的内容要依据账户所要反应的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即账户的性质而定。

四、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

总分哦类账户所属的多明细分类账户余额总计应与总分类账户余额相等。

总分类账户是明细分类账户的统驭账户。

第三章 复式记账原理极其应用

第一节 复式记账原理

单式记账法：对发生的每笔经济业务只在一个账户进行登记的方法。

      优点：手续简便，方法灵活。

      缺点：各个账户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没有相互平衡的关系，不能全面、系统的反映经济业

务的来龙去脉，也不便检查账簿记录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应用者：农村专业户或城市个体户。

（简答）复式记账法：对发生的每一笔经济业务以相等的金额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账户中相互联

系的进行登记的一种记账方法。

             特点：A.根据账户记录的结果，不仅可以了解每一项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而且可以

通过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全面系统的了解经济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B.可以对账户记录的结果进行试算平衡，以检查账户的正确性。

             包括：借贷记账法、增减记账法、说服记账法等。其中借贷记账法现普遍使用。

第二节 借贷记账法

一、借贷记账法：是以“借”、“贷”二字作为记账符号，记录会计要素增减变动情况的一种复式记账法。

二、理论基础

会计恒等式，即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三、记账符号

以“借（De）”、“贷（Cr）”二字作为记账符号，指示着记账符号里是左方还是右方。

“借”字表示资产的增加、费用成本的增加，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的减少，收入的转出。

“贷”字表示资产的减少、费用成本的转出，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的增加，收入的增加。

四、记账规则

口诀： 有借必有贷   ，   借贷必相等。

    （账户登记方向）   （账户登记金额）

第三节 账户结构

借方 贷方资产类账户

   期初余额      XXX
（1）增加额      XXX
（2）增加额      XXX

 本期发生额      XXX
 期末  余额      XXX

 本期发生额      XXX

   
（1）增加额      XXX
（2）增加额      XXX

借方 贷方

费用成本类账户

   
（1）增加额      XXX
（2）增加额      XXX

 本期发生额      XXX
 

 本期发生额      XXX

 

   
（1）转出额      XXX



注意：①损益类账户无余额（期初余额、期末余额）

      ②收入账户和费用账户期末一般没有余额。

第四节 试算平衡

1、试算平衡：就是根据“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的平衡关系，按照记账规则的要求，通过汇总

计算和比较，来检查账户记录的正确性、完整性。

2、试算平衡不能检验的错误：①会计分录中借贷双方全部漏记。

                           ②会计分录中借贷双方全部重记。

                           ③会计分录中借贷双方方向颠倒。

                           ④用错账户。

3、试算平衡公式

（1）会计分录试算平衡公式

     借方科目金额 = 贷方科目金额

（2）发生额试算平衡公式

     全部账户借方发生额 = 全部账户贷方发生额

     原理：记账规则（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注意：若记录准确试算平衡一

定成立，

                                                                    但试算平衡成立记录则

不一定准确。

（3）余额试算平衡公式

     全部账户借方余额合计 = 全部账户贷方余额合计

     原理：会计恒等式  （资产 = 负债 + 所有者权益）

第五节 会计分录

1、会计分录是标明某项经济业务应借、应贷账户的名称及其金额的记录。在实际工作中，这项工作

是通过在记账凭证上编制会计分录来完成的。

2、会计分录内容（三要素）：①登记方向；②登记账户；③登记金额

3、会计分录书写要求：借在上贷在下，借贷错开一字格，金额分排两列，金额后不必写“元”。
4、会计分录分类

      会计分录有简单会计分录与复合会计分录之分。

      简单会计分录是有一个账户与另一个账户相对应组成的会计分录。

      复合会计分录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账户相对组成的分录。

损益类账户

本年利润

减少数（本年净支出转入数 XXX）

费用账户

增加数  XXX 减少数  XXX

净支出结转  XXX

本期发生额  XXX 本期发生额  XXX

减少数（本年净支出转入数 XXX）

净收入结转  XXX

减少数  XXX 增加数  XXX

本期发生额  XXX 本期发生额  XXX

收入账户



注意：复合会计分录实际上是有几个简单分录组合而成，但不允许将不相关的几项经济业务合并编制

复杂分录。

供应过程核算

供应过程核算的主要任务                                               1、性质    内容                                                                                   
1、核算与监督材料的买价和采购成本。                                      ↓      ↓                                   
2、确定采购成本，检查材料才后计划执行情况。            科目 ← 账户  2、结构  经济含义         
3、核算与监督储备资金占用量，考核储备资金使用情况。                  
                                                                     3、核算

购进业务核算设置的账户

1、“物资采购”账户

  该账户是资产类账户，用来核算企业购物的各种材料物资买价和采购费用，据以计算物资采购成本。

  采购的材料在未经过检验入库前，都不得进入原材料账户核算，而应该在物资采购中核算，属于过

渡性质的账户。

               

月末一般无余额，若有借方余额，则为尚未验收入库的在途材料。按材料种类设置明细分类账户。

供应过程：材料采购业务。

供应过程的主要经济业务    ——     采购材料

材料采购成本的内容        ——     材料买价

                          ——     材料运费

                          ——     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     入库钱的整理挑选的费用

采购成本计算公式： 采购成本 = 买价 + 采购费用

注意：直接费用直接计入，间接费用分配计入，同城运费不计入，一起大额运费计入。

2、“原材料”账户（必有余额）

该账户是资产类账户，用来核算企业库存各种材料的收入、发出和结存情况。

   （包括原材料及主要材料、辅助材料、外购半成品、包装材料、燃料等。）

3、“应付账款”账户

   该账户是负债类账户，用来核算企业因采购材料、商品和接受劳务供应而应付、未付供应单位的

款项。

物资采购 贷方借方

   购入材料物资的买价和采购费用。 月末按实际的采购成本

转入“原材料”借方的数额

采购费用

借方 贷方（生产过程的开始）
原材料

 已经验收入库的各种材料额。

 库存材料的实际成本

（期末库存材料的成本）

 按照材料的具体品种、规格设置明

 细分类账。

 

   材料发出、减少的数额

借方 贷方应付账款

实际款项的数额    应付、未付款项的数额

   尚欠供应单位的款项



若余额出现在借方，则由应付变为预付，也可没有余额。按照债权人的名称设置明细账。

4、“应付票据”账户

   该账户属于负债类账户，用来核算企业因采购材料、商品和接受劳务供应而开出或承兑的商业汇

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按供货单位设置明细账户。

5、“现金”账户（没有余额）

   该账户是资产类账户，用来核算企业库存现金的收、付和结存情况。

   现金：①狭义：库存现金

         ②广义：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及三个月内变现的短期投资。

6、“银行存款”账户（必有余额）

   该账户是资产类账户，用来核算企业存放在银行的款项的收、付和结存情况

7、“应交税金”账户

该账户是负债类账户，用来核算企业应交的各种税金，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所得税、

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

在该账户下应设——应交增值税——明细账户。例：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原理：应纳税额 = 税基（增值额）× 税率

         = 销售收入×税率 1 - 买价×税率 2      （13%或者 17%）适用于一般纳税人： ①年销售额≥100
万 加工业

    近似                                                                    ②年销售额≥180
万 流通业

借方            贷方应付票据

 支付到期商业汇票及银行承兑

汇票手续费的数额

   开出或承兑商业汇票的数额

   企业尚未到期的应付票据数额

借方            贷方现金

 收到现金时，实收金额

 库存现金的实际数额

  支出现金时，实际支出金额

借方            贷方银行存款

收到款项存入银行时，实际存入

银行的款项

   提取和支出存款时，时机提取或

   支出的金额

存放在银行的实际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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