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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磊首墅'

谁都不能否认.经济与会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让全世

界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走上了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和等效之路;谁也不能否认，我国的

会计改革紧跟了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会计改革经

历了与国际接轨、趋同和等效的阶段;谁都必须承认，会计人才的培养要适应经济与社会

的发展变化，尤其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 另外，一整套优秀的系列教材对

于培养会计人才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尤为重要的是教材必须紧跟时代进步的节奏，把

握好经济与会计发展的脉搏。

纵观"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系列教材"的生命线会发现，她之所以能常青，正是上

述认识指引的硕果。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们编写了东北财经大学第 l 套会计学系列教材，其奉行的理念

是:积数十年教材编写之经验，融十几位教授之心血，编系列精品教材。 在 20 多年中，

我们一直坚持这样的原则，前后共出版过 4 套系列教材，每一套系列教材都修订过若干

次，总销量近千万册，其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在 20 多年中，会计学系列教材伴随

着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成长、并且以教材编写为契机，在高等学府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

教师精英。

从时间上来推算，本套会计学系列教材是 20 多年中的第 5 套 。 本套会计学系列教材

的第 l 版诞生于 2007 年 1 月，正好踏着 2006 年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节

拍 。 在近年来的教材使用过程中，尽管我们作了一些修订，但始终未能跳出小修小政的圈

子 在此期间，我们又掌握和理解了更新的会计准则与规范，积累和领会了更多的专业知

识，尤其是对会计准则与会计教材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基于此，我们才有了这

一次的大修订，并以新版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系列教材修订的主要依据是财政部最近几年来修订或发布的企业

会计、行政事业会计、税收、财务管理、管理会计等方面的法规:

· 就企业会计准则而言. 20 1 4 年陆续修订、制定了 7 项具体准则，其中，制定了

《企业会汁准则第 39 号一一公允价值计量》等 3 项准则，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一一长期股极投资》等 4 项准则，这些准则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同时，最近几

年来财政部又发布了若干项《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这些准则及其解释公告对财务会计类

教材影响比较大。

· 从管理会计来看，财政部印发了《管理会计基本指引> .不仅有利于加强管理会汁

指引体系建设，还将对制定应用指引和案例示范起统领作用 。

· 就成本会计而言，继《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试行n 发布后，财政部又发布了

《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一一石油石化行业》 和《企业产品成本核算制度-一一钢铁行业>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J击倒会 i t-

对大 '1 11旦在1-111，化了.企业和|钢铁企业的成本核算业务进行规范 z

·财政部和罔家恼案局联合发布的新《会计归案管理办法》自 20]6 年 I Jl 1 11 屈

施行 乱

·财政部和同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脱试点的通知}，内

2016 年 5 月 1 11 坦 ，在全同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Ik 、

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悦C!J!:为嫩纳增

值税

这些对于会计学系列教材建设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

在修订的过程巾，我们更加注重提升同教材配套的"习题与案例"、"电子 i果件"以

及"教学大纲"的平台建设质量 肯先，关于习题与案例 。 按照修订后的教材内容体系，

根据各章内容的安排重新进行习题与案例的修订 一是加大习题盘，适当提高习题的难

度。二是更换部分案例，使案例与实践更加贴近，学生通过案例的学习得到.ìlt一步启发 。

三是配置阶段性综合习题，根据内容模块设置习题，便于学生综合性地理解和1掌握儿个章

节的内容.循序渐进，达到深入学习的姓呆 其次，关于电子课件。 电子课件的制作摒弃

了复制主教材各级标题的简单做法，由各主教材的作者亲自主持制作，这样能更好地把握

授课内容.对各?在节的内容进行更深入的讲解和逻辑句勒，真正起到辅助和深化的作用

另外.在介质上向独立光盘的方向发展，增强互动性和形象性。 最后，关于教学大纲 本

套教材配有电子版教学大纲，为教师提供课时分配、重难点提示、教学结构等参考信息，

进一步力使教师教学 r

为保证质茧，我们陆续推出新版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系列教材，分别有: <基础会

计> <" 1 级财务会计} < 中级财务会计(精编版) ) <高级财务会计> <成本会 i~} (管理

会叶) <财务管理> <会 计信息系统> < 内部控制 } <财务分析} <会计学} <审计} <审计

(精编版 )) ，共计 13 种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本套系列教材入选"卡二五"普通

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有 7 种，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罔家级规划教材的有 4

种，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的有 I 种， " 1- 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则教材的有 9

种，获得全国优秀畅销 i~奖的有 6 种，省级优秀畅销书奖的有 6 种，所支撑的课梧获得同

家级精品课程称号的有 5 种，所支撑的课程获得省级精品课程称号的有 6 种，获得国家级

非商品资 ìJ!l-、共享i果称号的有 5 种，获得省级精品资掘共享课称号的有 2 种

由于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教材中难免了子在缺点乃至谬误，我们恳请广大读i5-批评

指正

每次修订仅仅是一个新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会叶环境的变

化不断修订，使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系列教材紧随时代步伐，及时反映学科的最新进展 n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系列教材编委会



E磊 5 月反前 豆，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系列教材"之 《基础会计》自 2012 年第 3 版出版以来，需求

世持续增七三.并成功入选"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为 f不辜负民

杆、同行反专家对本书的厚爱.根据我国新发布的 《会叶利案管理办法机全面推行'芮歧

增试点的有关规定等财经、税收法律法规.会计准则的新变化、新要求，以及读者反 i茧的

意见和|作背在课常教学中发现的问题，我们对本书j丘行了一次全而修订

才军队;修订.的目标仍然是:及时吸收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力求教材内容的更新与

会~ 1-改革的实践同步，始终保持原教材宜教易学的体系和风格

!现i罔辉、迟j也升教授负责本次修订的组织工作，最后由陈同辉教授总第定摘 各帝修

订的具体分工是:第一、二、九章由博上生导师陈同辉教授执宅;第 兰、 1-一章 1111非 k生

导师孙光罔教授执笔;第四、八、 卡章由迟)也升教搜执笔;第五 、 卡fJLJ 苦苦山|班文铭教撞执

笔;第六、七号E由王觉教授执笔;第十二TE由张晓副教授执笔;第 1- 三号t Ji1 刘英明 ifÞ Vllí 

执笔

在本|斗的每次修订包括每一次重印过程巾，不论是体系的调理应是内容 i二的更新.我

们都充分听取东北财经大学和有关院校基础1:会计任课教师的意见，这无疑也足， j在 I~ 影响 )J

与日俱增的缘由之一 值此本书第 5 版付梓之际，向多年来对本 I~的陪订、完善不存晦教

的各位朋友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编者

2016 年 6 月



E磊 l 版前 豆，

本书系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同时也是国家级精品课

程一一-东北财经大学基础会计课程的指定教材 。 本书不仅可作为高等院校会计学、财务管

理，以及其他经济、管理类专业在校本科生学习会计的启蒙教科书，也可供从事会计、财

务管理和其他经济管理工作的人员自学、培训之用 M

为了满足高等院校会计学等有关专业开设基础会计课程的教学需要，我们于 2003 年

编写了本目的前身一一- <基础会计>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一书 。 该书自出版以

来，受到社会各界及读者的高度认可，在短短的 3 年时间里，已陆续印刷了 20 余次。

会计'工作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 。 随着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和会计改革也在不断深化。 为了规范会计

核算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我国于 2006 年颁布了 39 项会计准则 。 这标志着我国在会

计国际趋同的进程中又迈出了一大步。 随着会计工作规范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必然对

会计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也为高等院校会计教学明确了新的目

标。 为此，我们在原教材的基础上，吸收了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借鉴了国内外同类

教材的先进经验，以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为依据，重新编写了这本《基础会

计》教材。

本书保留了原教材的基本风格:按照学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认识规律来安排总体

结构和各章内容，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述会计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术和基本方法，

力求使初学者不至于因大量的专业术语而对学习会计产生畏惧心理。此外，我们又为本教

材配套制作了"基础会计教学课件"和编写了《基础会计习题与案例> ，以适应采用多媒

体形式迸行课堂教学的需要，并为学生学有所练、勤于操作创造条件。

本书由陈国辉、迟旭升教授任主编，负责全书写作大纲的拟定和编写的组织工作，并

总篡定稿。 撰写初稿分工如下:第一、二、九章由博士生导师陈国辉教授执笔;第三 、十

一、十网萃囱孙光国副教授执笔;第四 、八、十章由迟旭升教授执笔;第五、十五章由陈

文铭教授执笔;第六、七章由王觉副教授执笔;第十二、十三章由张捷教授执笔。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有关院校的同行和实务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特别是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授本门课程的老师，他们对本书的编写提出了许多宝贵建

议，谨此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我们水平有限，书中内容安排与语言表述可能还存在缺点或错

氓，恳请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

编者

2007 年 l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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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

总论

第一节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 合计是均适应生产活动友在的需要而产生的

生产活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着人类

所进行的其他一切活动 。 在生产活动中，既能够创造出物质财富，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果;

同时，也必然会发生劳动耗费，其中包括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耗费 。 如果劳动成果少于

劳动辑费，则生产就会萎缩，社会就会倒退 ; 如果劳动成果等于劳动耗费，则只能进行简

单再生产，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如果劳动成果多于劳动耗费，则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社

会就能取得进步 。 而生产发展、社会进步是一切社会形态中人们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因

此，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中，人们都必然会关心劳动成果和劳动耗费，并对它们进行比

较，以便科学、合理地管理生产活动，提高经济效益。 在对劳动成果和劳动耗费进行比较

的过程中，产生了原始的计量、计算、记录行为 。 这种原始的计量、计算、记录行为中蕴

含着会计思想、会计行为的萌芽。 会计在其产生初期还只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 。 也

就是说，会计在它产生初期是生产职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以外，附带地

把劳动成果和劳动耗费以及发生的日期进行计量和记录。 当时，会计还不是一项独立的工

作 G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复杂，对劳动成果和劳动耗费的比较，

仅仅靠人们劳动过程中附带地进行计量、计算和记录，显然满足不了生产发展规模日益扩

大、复杂的需要 。 为了满足生产发展需要，适应对劳动成果和劳动耗费进行管理的要求，

会计逐渐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特殊的、专门委托有关当事人从事且具有独立职能

的一项活动 。 可见，会计是适应生产活动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对生产活动进行科学、合

理的管理是它产生的根本动因 。

二 、 合计是生产活动友在到一定盼段的产扬

生产活动的发生是会计产生的前提条件。 如果没有生产活动的发生，便不会有会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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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会川'行为的产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生产活动一发生，就产生了会计思想、会计行

为 会计史学者的考占结果表明:只有当人类的生产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毛生产所得

能够大体上保障人类生存和繁衍的需要时，人们才会关心劳动成果与劳动耗费的比较 特

别是劳动成果有了剩余时，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才具备了产生的条件.会计也因此而进

入了萌芽阶段。 这一时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据考证，从旧石器时代中、 l现期到奴隶社会

这一时期被称做会计的萌芽阶段，也叫会计的原始计量与记录时代。 由此可见，会计'并不

是在生产活动发生伊始就产生的，它是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劳动成果有了剩余以后.人

们开始关心劳动成果和劳动耗费的比较 ， 更关心对剩余劳动成果的管理和分配，才需要对

它们进行 ~t盐、计算和记录，因而产生了会计思想，有了会计萌芽。 由此可见，会~ 1-是生

I'~: 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它伴随着生产活动的产生、发展而产生，也将随者生产活

动的发展而发展和完善

三 、 合计从产生到现在经碍了一个漫长的友袅彷程

从严格意义上讲，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到奴隶社会繁盛时期为止、在这一漫段

历史f!，jWJ 小产生的最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并不是纯粹的、真正意义上的会计行为和会计

方法 那时，所谓的会计还不是一项独立的工作，而只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是在生产

过程的同时，附带地把劳动成果、劳动耗费等事项记载下来。 在会计的发展史上，这一时

期被称为会计的萌芽阶段，或者被称为原始计量与记录时代。

严恪的、独立意义上的会计特征是到奴隶社会的繁盛时期才表现出来的 。 那时，随着

社会的发展，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产活动的结果除了能够补偿劳动耗费之外还有了

剩余产品 剩余产品与私有制的结合，造成了私人财富的积累，进而导致了受托贞任会汁

的产生，会叶选渐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特殊的、专门委托有关当事人从事的一项

到!在的活动 这时的会计，不仅应保护奴隶主物质财产的安全，还应反映那些受托管理这

些财产的人是否认真地履行了他们的职责 。 所有这些都要求采用较先进、科学的计盘与记

录方法，从而促使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向单式簿记体系演变。从奴隶社会的繁盛时期到

1 5 世纪末，单式簿记应运而生并且得到了发展 。 这一时期的会计一般被称为古代会计

1 494 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的著作《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问世、

标志着近代会计的开端。 在随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在古代单式簿记的基础上，创建

f复式簿记。 复式簿记在意大利迅速得到普及并不断发展和完善，随着美洲大陆的发现和

东西方贸易的进行，加之各国建立了统一货币制度、阿拉伯数字取代了罗马数字、纸张的

fF遍使用等，复式簿记传遍整个欧洲，后又传遍世界各国 。 即使是现在，我们仍然采用复

式簿记的方法，并最终完成了复式簿记的方法体系乃至理论体系的建设。与此同时，会计

从特殊的、专门委托有关当事人的独立活动发展成为一种职业。 在会计的发展史上， 一般

将帕芥利复式簿记著作的出版和会计职业的出现视为近代会计史中的两个里程碑。

客观地说，"古代会计n ~，近代会计"的提法是不够严谨的.较为准确的提法应该是

"占代御记" h 近代簿记" 由簿记时代向会计时代的转变发生在 19 世纪 30 年代末期 那

时， hookkeeping (簿记)开始向 accounting (会计)演变，簿记工作开始向会计工作演

变，梅 ic:!!j，汗始向会计学演变 e 这些都标志着会计发展史上的簿记时代已经结束.人类已

经进入了现代会计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和科学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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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极发展，作为一门适应性学科的会计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会计学

基础理论的创立; (2) 会计理论和方法逐渐分化成两个领域，即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

(3) 审计基本理论的创立; (4) 会计电算化的产生与应用 。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

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会计也必然会取得更加引人注目的发展 。

会计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我国从公元前 22 世纪末到公元前 ]7 世纪初在夏胡就开

始设置会计 在西周时就设"司会"官职，主管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核算 气时拧次出

现"会计" 二字构词连用，其基本含义是:既有日常的零星核算，又有岁终的总核 11.

通过日积、月累到岁末的核算达到正确考核王朝财政经济收支的目的 。

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会计是适应生产活动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生产的

发展而发展r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过程越是按照社会的规

慎进行……作为对过程进行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 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

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制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 I 

第二节会计的含义

什么是会计?或者说，会计的内涵是什么?尽管会计从产生到现在已有几千年的历

史，但是，对于这一基本问题，古今中外却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说法 究其原因，

关键在于人们对会计本质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不同的会计本质观对应若不同的会

计含义

针对会计本质问题所展开的理论研究，是 20 世纪以来会计理论研究中争论最集中且

分歧最大的一个方面，至今仍众说不一，无法定论 。 下面我们将回顾中外会计学界针对会

计本质问题所形成的两种主流学派并阐明我们的观点，以便在此基础上给出会计的定义

{ 、 会计信怠象统伦

所谓会计信息系统论，就是把会计的本质理解为一个经济信息系统。 具体地讲，会计

信息系统是指在企业或其他组织范围内，旨在反映和控制企业或组织的各种经济活动，而

出若干具有内在联系的程序、方法和技术所组成，由会计人员加以管理，用以处理经济数

据、提供财务信息和其他有关经济信息的有机整体。

会计信息系统论的思想最早起源于美国会计学家 A. C. 利特尔顿。 他在 lω95曰3 年出版

的 《会计理论结构》一书中指出"会计是一种特妹门类的信息服务

在于X元对‘'J一个企业的经济 1捐舌动提供某种有意义的信息" 。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随着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发展，美国的会汁学界和会计'

职业界开始倾向于将会计的本质定义为会计信息系统。 如 1966 年美国会计学会在其发友

的 《会计基本理论说明书》中明确指出"实质地说，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从此，这

个慨念便开始广为流传。

门 '当成思，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 [ M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f1~编 i乎同 . if. 北
京:人民出版社. 1972: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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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将会计定义为"一个经济信息系统"的观点，在许多会计著作

中流行 。 如 S，戴维森在其主编的《现代会计手册》一书的序育中写道"会计是一个信

息系统 它旨在向利害攸关的各个方面传输一家企业或其他个体的富有意义的经济信

息 。"此外，在斐莱利穆勒氏 《会计原理一一导论》、凯索和戚基恩特合著的《中级会计

学》等一些著作中也都有类似的论述。

我同较早接受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的会计学家是余绪鲤教授。 他于 1980 年在 《要从

发展的观点看会计学的科学属性> ~文中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

我同会计界对"信息系统论"具有代表性的提法是由葛家谢教授、店 F华教授于

1983 年提出的 。 他们认为..会计是为提高企业和各单位的经济效益，加强经济管理而建

立的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 "

二 、 合计管理崎动抢

会汁管理活动论认为会计的本质是一种经济管理活动 η 它继~了会 ì ，-管理工具 i仑的合

理内核，吸收了f革命新的管理科学思想，从而成为在当前国际国内会计学界具有iTI:要影响的

观点

将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活动并使用"会计管理"这一慨念在西方管理理论学派巾早已

存在。"古典管理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法约尔把会计活动列为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之

一;美国人卢瑟·古利克则把会计管理列为管理化功能之一; 20 世纪 60 年代后出现的

"管理经济会计学派"贝IJ认为进行经济分析和建立管理会计制度就是管理

我国最早提出会计管理活动论的当数杨纪碗教授、阎达五教授 1980 年，在小国会

计学会成立大会上，他们做了题为《开展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几点意见一-Aft 论会计学

的科学属性》 的报告 。 在报告中，他们指出:元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肴，会计不仅

仅是管理经济的工具，它本身就具有管理的职能，是人们从事管理的一种活动

在此之后，杨纪碗教授、阎达五教授对会计的本质又进行了深入探讨，逐渐形成了较

为系统的"会计管理活动论" 。 杨纪碗教授指出"会计管理"的概念是建立在"会计是

一种管理活动，是一项经济管理工作"这一认识基础上的，通常讲的"会叶"就是"会

计计-工作

一概念的深化，反映了会计工作的本质属性。

阎达丘教授认为，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组成部分，它的核算和监督内容以及应达到的

目的受不同社会制度的制约，"会计管理这个概念绝不是少数人杜撰出来的，它有充分的

理论和l实践依据，是会计工作发展的必然产物

门从会计学界提出"会计信息系统论"和"会计管理活动论"之后，这两种学术观

点就展开了尖锐的交锋c 然而，我们经过反思，却发现这场论战的本身就布，在问题 前者

将会计视为一种方法予以论证;而后者则将会计视为一种工作，从而视为一种管理活动来

加以论证 两者的出发点不同，怎么可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呢?

我们认为，时论会计的本质，首先应明确"会计"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会计

学"，还是"会门'工作\或是"会计方法"?如果不明确界定这一前提，则必将引起一场

不必要的或者是无结果的辩论 。 在本书中，我们将"会计"界定为"会计工作" 1I~于这

一前提，我们认为"会计管理活动论"的观点代表了我国会计改岖的思路与方向，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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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本质问题的科学论断，因此，我们倾向于选择"会计管理活动论" 。 在"会计管理活

动论"前提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会计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提供经济信

息、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的一种管理活动。它以货币为主要计盘单位，采用一系列专门的

程序和方法，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进行反映和监督 w

综上所述，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对企事业、机关单位或其他经济组织的经

济活动进行连续、系统、全面的反映和监督的一项经济管理活动 。 它也是一项经济特 }rn

E作

三 、 公计的属性

会计的属性是指会计的性质。 从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可以看出，会汁所涉及的

内容.既同生产力相联系，又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联系，从而便会计既有技术性，又仔

社会性 会计的技术性，主要表现在会计的某些方法反映了生产力的技术与组织的要求 会

计是在社会实践中适应管理生产过程的需要而产生的，生产过程是一种分工协作的集体化的

大生产，它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基础是生产技术 因此.

为了全面地、综合地反映和监督生产过程，促使生产活动达到人们的预期效果，会计的技术

方法和理论知识必然要随着生产技术日益复杂、生产规模日益扩大而扩大，它经历了山简单

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多少年来，人们总结了对经济活动记录、反映、分析 、

枪查等一套会计'专门的科学方法，这是人类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共存的一种财M 1片

助它，能系统、其实地反映客观实际情况，用于管理生产，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会计的社会性，是指会计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活动，它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必然牵涉企业所有者 、 债权人、政府、企业管理当局、潜在投资者、侦权人等一系列

外部和内部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从各自利益驱动出发.自然要求会计工作符含 1'1身利 益

市求，以期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后果 。 因而，会计工作就要协调各方面的利位需求，最

终在各利益主体之间作出最优的权衡决策，满足不同利益主体的要求 。 这种协调最可H革的

例子就是会计准则的制定 。 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往往不仅仅是技术方法的研究过程.同时

压是政治协调的过程，与强势集团讨价还价，对最终制定的准则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会计的双重性，决定了会计的科学管理属性，使它成为一门经济管理科学 关于管理

科学的性质，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而言是二重的，网为它所付 JI日

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是创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

增值过程叶就是说，管理一方面具有同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即技术性;另 -方

面又具有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电即杜会性。 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同样适川lf 午 L

会主义管理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

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 、 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 。 我们学习先泣的技

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服务，而这些东西并没有阶级性"

正确认识会计的双重性质，对于我们利用人类创造的会计科学财富，充分发挥会汁的

管理作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技术性方面看，凡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会汁用论和1方 法，

( 1 1 力克思.恩~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 [M ] .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棉斯列宁斯大林作编 ifM. rf. .It 
!f,: : 人民山版社. 1972: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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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任何社会形态下共同需要的，可以共同采用，这为我们充分借鉴国际上先进的会计理

论和方法，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奠定了理论基础 。 从社会性方面看，会汁要维护

一定的生产关系，体现不同的管理目的，应划清社会主义会计和资本主义会汁的本质界

限，发阵社会主义会计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作用 。

6 

会计学是人们对会计实践进行科学总结而形成的知识体系

尽管会计实践出现得较早，但是‘会计学出现得却相对较晚。 找国第一部论及会计业

务的会计著作是唐代史官李吉甫于公元 807 年撰写的 《元和国计簿》 一 |3 ，比会计实践

的产生晚了 3000 多年 。 西方会计论著的出现要更晚一些， 1494 年出版的意大利数学家卢

卡 ·帕乔利的著作 《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慨要》是西方的第一部会计著作 。 然而，这

时的会计学还仅仅停留在"搏记学"阶段。 直到 20 世纪初，英国出版了劳伦斯·狄克西

的《高等会计学> (1 903 年)和乔治·利司尔的 《会计学全书> (1903 年) ，才标忐着桌

正意义 t的会计学的产生。

会计实践是不断发展和不断丰富的，相应础，会计学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会

计实践的发展和丰富推动了会计学的发展和完善。 随着会计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会计学分

化出许多分支，每一分支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c 这些学科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构成

r一个完整的会计学科体系，其内容大致如图 1-1 所示 。

r会计史
理论会汁学{

1 ̂ • I 'ftl1 ' ^- r规范会H理论
、会计理论{

L实证会计理论

，企业会计

财务会计{非营利组织会计

‘国际会计

会计学及其分支现y
、

^ '1 (成本会计
传统的管理会计{

L责任会计

会
计
学
科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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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成本会计

现金流动会计

质量成本管理会计

生命周期成本管理会计

资本成本管理会计

现代的管理会计l 增值会计
战略管理会计

环境管理会汁

人力资源管理会计

国际管理会计

，国家审计

审计.~守主位内部审计

、注册}会计师审 ìt

图 1-1 会计学科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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