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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满足广大教师的要求，让学生更好地备战 ２０１６ 年财经类

专业高职考试，重庆市财经中心教研组组织重庆市龙门浩职业中学

和重庆立信职教中心，对枟高职考试财经专业应试指南枠进行了全新

改版。

改版后，本书分为财经类高考考纲分析与典型例题讲解、单科

复习题、综合测试三部分，使得重点更加突出，更加适应学生的

需求。

一、针对性强

本书不仅包括理论知识讲解与典型例题分析，还包括基础及综

合测试。 参照最新会计准则，严格按照枟２０１５ 年重庆市财经专业高

职考试大纲枠的要求编写。 所有试题经过反复筛选，立意、命题、题

型、难易程度、解题思路按历年来重庆市高职招生考试题要求设置，

直击考点，针对性强。

二、夯实基础

本书紧紧围绕考纲要求的知识点，编写了“基础会计”单科复习

题 ４套、“企业财务会计”单科复习题 ４ 套、“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

德”单科复习题 ４套、“会计电算化”操作指南 ４套，以帮助学生梳理

知识点，编织知识网络，精析精练，夯实基础。

三、全真模拟

本书设计了“财经类专业综合试卷”４ 套，题型包括选择题、判

断题、填空题、计算题、业务题，严格按照考纲要求，让学生进行全真

模拟。

使用这本书，无论是教师指导，还是学生自测，都能达到快捷、

准确地摸清高职考试脉络、提高应考能力的目的。 本书适合重庆市

内 ２０１６年财经专业高职考试的学生使用，还适合会计从业资格考

试复习。 除上机案例外，本书所有试题都配有参考答案，征订时可

向出版社索取。

本书由胡倩倩主编，蔡锐、杨显彩、张琏、杨海燕、李孝容、戢娟、

吴浪、邵婷、赵然、石媛媛参与编写。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本书存

在一些不足，请多提宝贵意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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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考点分析

第 １章　概　述

一、考点分析

１．了解会计的产生和发展。
在远古时代，人们从事简单的生产活动，在活动之余采用“结绳”“堆石”“刻竹”等方法计

量和记录，这是最原始的会计工作。
据历史记载，我国早在西周时代就设有专门核算官方财赋收支的官职———司会，并对财务

收支采取了“月计岁会”（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的方法。
１４９４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复式簿记的专著枟算术、集合、比与

比例概要枠，对借贷复式记账作了系统的介绍，这本书是近代会计形成的标志。

２．了解会计的特点。
（１）会计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尺度。
（２）会计具有连续性、系统性、综合性和全面性的特点。
（３）会计具有一整套科学实用的专门方法。

３．理解会计的基本职能及各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
（１）会计的核算职能 （又称为反映职能）。
定义：会计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通过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环节反映特定会计主体

的经济活动，向有关各方提供会计信息。 会计核算职能是会计的首要职能。
四个环节：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２）会计的监督职能（又称为控制职能）。
定义：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核算的同时，对特定的主体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审

查。 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督包括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及事后监督。
（３）两者关系。
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两项职能关系十分密切，相辅相成。 核算是监督的基础，没有核算就

无法进行监督，只有正确地核算监督才有真实可靠的依据。 而监督则是核算的延续和深化，如
果只有核算而不进行监督，就不能发挥会计应有的作用。

４．理解会计的概念和对象。
（１）会计的概念：会计是以货币计量为基本形式，运用专门的方法对经济活动进行核算和

监督的一种管理活动。
（２）会计的对象：企业的资金运动。
企业的资金运动包括资金投入、资金运用、资金退出三个环节。

５．理解会计人员应具备的职业道德。
枟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枠专门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作出了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①敬业爱岗；②熟悉法规；③依法办事；④客观公正；⑤搞好服务；⑥保守秘密。

二、典型题解

【例题 １· 单选题】会计的基本职能是（　　）。
　　　　　　　　　　　　　　　　　　　　　　　　　　　Ａ．决策、分析 Ｂ．控制、考核
Ｃ．核算、监督 Ｄ．监督、控制
解析：会计的基本职能为核算和监督，核算职能又称反映职能，监督职能又称控制职能。

本题答案为 Ｃ选项。
【例题 ２· 多选题】下列属于会计核算环节的是（　　）。
Ａ．记账 Ｂ．记录
Ｃ．报告 Ｄ．报账
解析：会计核算包括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环节，记账和报账属于会计核算的工作。 本

题答案为 ＢＣ选项。
【例题 ３· 多选题】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应当遵循的道德标准有（　　）。
Ａ．依法办事 Ｂ．客观公正
Ｃ．敬业爱岗 Ｄ．熟悉法规
解析：枟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枠专门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作出了规定，主要包括以下

几方面：敬业爱岗、熟悉法规、依法办事、客观公正、搞好服务、保守秘密。 本题答案为 ＡＢＣＤ
选项。

【例题 ４· 单选题】关于会计的说法，错误的是（　　）。
Ａ．会计是一项经济管理活动
Ｂ．会计的主要工作是核算和监督
Ｃ．会计的对象针对的是某一主体平时所发生的经济活动
Ｄ．货币是会计唯一的计量单位
解析：货币是会计核算的主要计量单位，但不是唯一的计量单位。 本题答案为 Ｄ。
【例题 ５· 判断题】会计的对象是指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内容，包括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全

部内容。 （　　）
解析：只有能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才是会计核算的内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全部内容

不都是会计核算的对象。 本题答案为×。
【例题 ６· 判断题】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核算是监督的保

障，会计监督又是会计核算的基础。 （　　）
解析：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核算是监督的基础，会计监督又

是核算的保障。 本题答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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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计”考点分析

第 １章　概　述

一、考点分析

１．了解会计的产生和发展。
在远古时代，人们从事简单的生产活动，在活动之余采用“结绳”“堆石”“刻竹”等方法计

量和记录，这是最原始的会计工作。
据历史记载，我国早在西周时代就设有专门核算官方财赋收支的官职———司会，并对财务

收支采取了“月计岁会”（零星算之为计，总合算之为会）的方法。
１４９４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复式簿记的专著枟算术、集合、比与

比例概要枠，对借贷复式记账作了系统的介绍，这本书是近代会计形成的标志。

２．了解会计的特点。
（１）会计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尺度。
（２）会计具有连续性、系统性、综合性和全面性的特点。
（３）会计具有一整套科学实用的专门方法。

３．理解会计的基本职能及各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
（１）会计的核算职能 （又称为反映职能）。
定义：会计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通过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等环节反映特定会计主体

的经济活动，向有关各方提供会计信息。 会计核算职能是会计的首要职能。
四个环节：确认、计量、记录、报告。
（２）会计的监督职能（又称为控制职能）。
定义：会计人员在进行会计核算的同时，对特定的主体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行审

查。 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监督包括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及事后监督。
（３）两者关系。
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两项职能关系十分密切，相辅相成。 核算是监督的基础，没有核算就

无法进行监督，只有正确地核算监督才有真实可靠的依据。 而监督则是核算的延续和深化，如
果只有核算而不进行监督，就不能发挥会计应有的作用。

４．理解会计的概念和对象。
（１）会计的概念：会计是以货币计量为基本形式，运用专门的方法对经济活动进行核算和

监督的一种管理活动。
（２）会计的对象：企业的资金运动。
企业的资金运动包括资金投入、资金运用、资金退出三个环节。

５．理解会计人员应具备的职业道德。
枟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枠专门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作出了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①敬业爱岗；②熟悉法规；③依法办事；④客观公正；⑤搞好服务；⑥保守秘密。

二、典型题解

【例题 １· 单选题】会计的基本职能是（　　）。
　　　　　　　　　　　　　　　　　　　　　　　　　　　Ａ．决策、分析 Ｂ．控制、考核
Ｃ．核算、监督 Ｄ．监督、控制
解析：会计的基本职能为核算和监督，核算职能又称反映职能，监督职能又称控制职能。

本题答案为 Ｃ选项。
【例题 ２· 多选题】下列属于会计核算环节的是（　　）。
Ａ．记账 Ｂ．记录
Ｃ．报告 Ｄ．报账
解析：会计核算包括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环节，记账和报账属于会计核算的工作。 本

题答案为 ＢＣ选项。
【例题 ３· 多选题】会计人员从事会计工作应当遵循的道德标准有（　　）。
Ａ．依法办事 Ｂ．客观公正
Ｃ．敬业爱岗 Ｄ．熟悉法规
解析：枟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枠专门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问题作出了规定，主要包括以下

几方面：敬业爱岗、熟悉法规、依法办事、客观公正、搞好服务、保守秘密。 本题答案为 ＡＢＣＤ
选项。

【例题 ４· 单选题】关于会计的说法，错误的是（　　）。
Ａ．会计是一项经济管理活动
Ｂ．会计的主要工作是核算和监督
Ｃ．会计的对象针对的是某一主体平时所发生的经济活动
Ｄ．货币是会计唯一的计量单位
解析：货币是会计核算的主要计量单位，但不是唯一的计量单位。 本题答案为 Ｄ。
【例题 ５· 判断题】会计的对象是指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内容，包括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全

部内容。 （　　）
解析：只有能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才是会计核算的内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全部内容

不都是会计核算的对象。 本题答案为×。
【例题 ６· 判断题】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核算是监督的保

障，会计监督又是会计核算的基础。 （　　）
解析：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核算是监督的基础，会计监督又

是核算的保障。 本题答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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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章　会计要素及会计平衡公式

一、考点分析

１．理解各会计要素的概念。
会计要素是指对会计对象的个体内容所做的基本分类，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

入、费用和利润六方面。
分类：

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要素（静态要素）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要素（动态要素）
收入

费用

利润

２．理解会计要素的分类和各种经济业务类型对会计要素的影响。
（１）资产。

定义：指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的资源。
分类：按流动性可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资产

流动资产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应收及预付款项

存货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设备

无形资产

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商标

（２）负债。

定义：指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
分类：按流动性可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负债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及预收款项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３）所有者权益。
定义：又称股东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即投资者对企

业净资产的所有权。
分类：

（４）收入。
定义：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分类：按其性质，可分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取得的收入。
（５）费用。
定义：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

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分类：按照功能，分为从事经营业务发生的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等。
（６）利润。
定义：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

润的利得和损失等。
分类：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

３．掌握会计核算方法的内容。
会计核算方法是对经济业务进行全面、连续、系统的记录和计算，为经营管理提供必需的

信息所应用的方法。
会计核算方法一般包括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账簿、成本计算、财产

清查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７种方法。

４．掌握会计要素的相互关系和会计平衡公式的表现形式。
静态要素之间的关系：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也写作：资产＝权益，这是一种静态的平

衡关系，也是会计恒等式。
动态要素之间的关系：收入－费用＝利润。
以上两个公式结合起来，为扩展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
会计平衡公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经济业务类型（共计 ４类 ９种）：
第 １类业务：某个会计要素内部两个项目一增一减。 包括以下 ３种情况：

最新高职考试财经专业应试指南———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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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章　会计要素及会计平衡公式

一、考点分析

１．理解各会计要素的概念。
会计要素是指对会计对象的个体内容所做的基本分类，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

入、费用和利润六方面。
分类：

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要素（静态要素）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要素（动态要素）
收入

费用

利润

２．理解会计要素的分类和各种经济业务类型对会计要素的影响。
（１）资产。

定义：指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的资源。
分类：按流动性可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

资产

流动资产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应收及预付款项

存货

非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设备

无形资产

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商标

（２）负债。

定义：指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
分类：按流动性可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负债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及预收款项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３）所有者权益。
定义：又称股东权益，是指企业资产扣除负债后由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即投资者对企

业净资产的所有权。
分类：

（４）收入。
定义：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分类：按其性质，可分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取得的收入。
（５）费用。
定义：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

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分类：按照功能，分为从事经营业务发生的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等。
（６）利润。
定义：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

润的利得和损失等。
分类：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

３．掌握会计核算方法的内容。
会计核算方法是对经济业务进行全面、连续、系统的记录和计算，为经营管理提供必需的

信息所应用的方法。
会计核算方法一般包括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账簿、成本计算、财产

清查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７种方法。

４．掌握会计要素的相互关系和会计平衡公式的表现形式。
静态要素之间的关系：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也写作：资产＝权益，这是一种静态的平

衡关系，也是会计恒等式。
动态要素之间的关系：收入－费用＝利润。
以上两个公式结合起来，为扩展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
会计平衡公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经济业务类型（共计 ４类 ９种）：
第 １类业务：某个会计要素内部两个项目一增一减。 包括以下 ３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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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项资产增加，另一项资产减少；
②一项负债增加，另一项负债减少；
③一项所有者权益增加，另一项所有者权益减少。
第 ２类业务：会计等式左右两边的两个要素项目同时增加。 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①一项资产和一项负债同时增加；
②一项资产和一项所有者权益同时增加。
第 ３类业务：会计等式左右两边的两个要素项目同时减少。 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①一项资产和一项负债同时减少；
②一项资产和一项所有者权益同时减少。
第 ４类业务：会计等式右边的两个要素项目一增一减。 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①一项负债增加，一项所有者权益减少；
②一项负债减少，一项所有者权益增加。
很显然，不论哪种类型的经济业务，都不会破坏上述会计等式，因此，把上述会计等式称为

会计恒等式。

二、典型例题

【例题 １· 单选题】下列方法中，不属于会计核算方法的有（　　）。
Ａ．填制会计凭证 Ｂ．登记会计账簿 Ｃ．编制财务预算 Ｄ．编制会计报表
解析：会计核算方法一般包括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账簿、成本计算、

财产清查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七种方法。 本题答案为 Ｃ选项。
【例题 ２· 单选题】下列选项中，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是（　　）。
Ａ．收入 Ｂ．费用 Ｃ．所有者权益 Ｄ．利润
解析：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要素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本题答案为 Ｃ选项。
【例题 ３· 单选题】下列经济业务中，（　　）不会发生。
Ａ．资产增加，权益增加 Ｂ．资产减少，权益增加
Ｃ．权益不变，资产有增有减 Ｄ．资产不变，权益有增有减
解析：由“资产＝权益”的平衡关系可判断，资产减少，权益增加该情况会破坏等式平衡关

系，因此不成立。 本题答案为 Ｂ选项。
【例题 ４· 单选题】负债是指有过去交易或事项所引起的企业的（　　）。
Ａ．过去义务 Ｂ．现时义务 Ｃ．将来义务 Ｄ．永久义务
解析：负债是指有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

务。 本题答案为 Ｂ选项。
【例题 ５· 单选题】某企业本期期初资产总额为 ３６０ ０００ 元，本期期末负债总额减少了

４０ ０００元，所有者权益比期初增加了 ６０ ０００元，则该企业本期期末资产总额为（　　）元。
Ａ．３４０ ０００ Ｂ．３８０ ０００ Ｃ．４２０ ０００ Ｄ．３２０ ０００
解析：根据“资产＝权益”的等式关系可知，期初权益总额为 ３６０ ０００ 元，本期负债减少

４０ ０００元，所有者权益增加 ６０ ０００元，期末权益总额为３８０ ０００元，根据等式可知期末资产总额
也为 ３８０ ０００元。 本题答案为 Ｂ选项。

【例题 ６· 多选题】下列属于资产的特征的是（　　）。
Ａ．资产是由于过去或现在的交易或事项所引起的
Ｂ．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
Ｃ．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Ｄ．资产一定具有具体的实物形态
解析：选项 Ａ的表述不正确，资产不是由现在的交易或事项所引起的。 选项 Ｄ 明显不正

确，例如无形资产属于资产，但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 本题答案为 ＢＣ选项。
【例题 ７· 多选题】下列等式中，属于会计等式的是（　　）。
Ａ．本期借方发生额合计＝本期贷方发生额合计
Ｂ．本期借方余额合计＝本期贷方余额合计
Ｃ．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Ｄ．收入－费用＝利润
解析：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等式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反映经营成果的等式为：利

润＝收入－费用。 本题答案为 ＣＤ选项。
【例题 ８· 多选题】收入的特点有（　　）。
Ａ．可能带来资产增加
Ｂ．可能使负债减少
Ｃ．一定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Ｄ．可能会引起费用的减少
解析：收入的取得可能会导致资产增加、或者负债减少、或者兼而有之，因此 ＡＢ 正确。 收

入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
的总流入。 本题答案为 ＡＢＣ选项。

【例题 ９· 判断题】预收账款和预付账款均属于负债。 （　　）
解析：预收账款属于负债，预付账款属于资产。 本题答案为×。
【例题 １０· 判断题】企业获取资产的来源渠道有两条：一是由企业所有者投资形成，二是

由债权人贷款形成。 （　　）
解析：企业的资产来源于两方面，即所有者投入和借款。 本题答案为√。
【例题 １１· 分析题】判断下列项目所属会计要素和科目。
①存放在银行的存款 ５００ ０００元。 （　　）（　　）
②购入的一台设备，价值 ６０ ０００元。 （　　）（　　）
③向银行借入的为期 ６个月的借款 ２００ ０００元。 （　　）（　　）
④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３５０ ０００元。 （　　）（　　）
⑤销售商品取得的收入 ８０ ０００元。 （　　）（　　）
解析：①为资产，银行存款；

②为资产，固定资产；
③为负债，短期借款；
④为所有者权益，实收资本；
⑤为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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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项资产增加，另一项资产减少；
②一项负债增加，另一项负债减少；
③一项所有者权益增加，另一项所有者权益减少。
第 ２类业务：会计等式左右两边的两个要素项目同时增加。 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①一项资产和一项负债同时增加；
②一项资产和一项所有者权益同时增加。
第 ３类业务：会计等式左右两边的两个要素项目同时减少。 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①一项资产和一项负债同时减少；
②一项资产和一项所有者权益同时减少。
第 ４类业务：会计等式右边的两个要素项目一增一减。 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①一项负债增加，一项所有者权益减少；
②一项负债减少，一项所有者权益增加。
很显然，不论哪种类型的经济业务，都不会破坏上述会计等式，因此，把上述会计等式称为

会计恒等式。

二、典型例题

【例题 １· 单选题】下列方法中，不属于会计核算方法的有（　　）。
Ａ．填制会计凭证 Ｂ．登记会计账簿 Ｃ．编制财务预算 Ｄ．编制会计报表
解析：会计核算方法一般包括设置账户、复式记账、填制和审核凭证、登记账簿、成本计算、

财产清查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七种方法。 本题答案为 Ｃ选项。
【例题 ２· 单选题】下列选项中，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是（　　）。
Ａ．收入 Ｂ．费用 Ｃ．所有者权益 Ｄ．利润
解析：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要素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本题答案为 Ｃ选项。
【例题 ３· 单选题】下列经济业务中，（　　）不会发生。
Ａ．资产增加，权益增加 Ｂ．资产减少，权益增加
Ｃ．权益不变，资产有增有减 Ｄ．资产不变，权益有增有减
解析：由“资产＝权益”的平衡关系可判断，资产减少，权益增加该情况会破坏等式平衡关

系，因此不成立。 本题答案为 Ｂ选项。
【例题 ４· 单选题】负债是指有过去交易或事项所引起的企业的（　　）。
Ａ．过去义务 Ｂ．现时义务 Ｃ．将来义务 Ｄ．永久义务
解析：负债是指有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

务。 本题答案为 Ｂ选项。
【例题 ５· 单选题】某企业本期期初资产总额为 ３６０ ０００ 元，本期期末负债总额减少了

４０ ０００元，所有者权益比期初增加了 ６０ ０００元，则该企业本期期末资产总额为（　　）元。
Ａ．３４０ ０００ Ｂ．３８０ ０００ Ｃ．４２０ ０００ Ｄ．３２０ ０００
解析：根据“资产＝权益”的等式关系可知，期初权益总额为 ３６０ ０００ 元，本期负债减少

４０ ０００元，所有者权益增加 ６０ ０００元，期末权益总额为３８０ ０００元，根据等式可知期末资产总额
也为 ３８０ ０００元。 本题答案为 Ｂ选项。

【例题 ６· 多选题】下列属于资产的特征的是（　　）。
Ａ．资产是由于过去或现在的交易或事项所引起的
Ｂ．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
Ｃ．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Ｄ．资产一定具有具体的实物形态
解析：选项 Ａ的表述不正确，资产不是由现在的交易或事项所引起的。 选项 Ｄ 明显不正

确，例如无形资产属于资产，但没有具体的实物形态。 本题答案为 ＢＣ选项。
【例题 ７· 多选题】下列等式中，属于会计等式的是（　　）。
Ａ．本期借方发生额合计＝本期贷方发生额合计
Ｂ．本期借方余额合计＝本期贷方余额合计
Ｃ．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Ｄ．收入－费用＝利润
解析：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等式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反映经营成果的等式为：利

润＝收入－费用。 本题答案为 ＣＤ选项。
【例题 ８· 多选题】收入的特点有（　　）。
Ａ．可能带来资产增加
Ｂ．可能使负债减少
Ｃ．一定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Ｄ．可能会引起费用的减少
解析：收入的取得可能会导致资产增加、或者负债减少、或者兼而有之，因此 ＡＢ 正确。 收

入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
的总流入。 本题答案为 ＡＢＣ选项。

【例题 ９· 判断题】预收账款和预付账款均属于负债。 （　　）
解析：预收账款属于负债，预付账款属于资产。 本题答案为×。
【例题 １０· 判断题】企业获取资产的来源渠道有两条：一是由企业所有者投资形成，二是

由债权人贷款形成。 （　　）
解析：企业的资产来源于两方面，即所有者投入和借款。 本题答案为√。
【例题 １１· 分析题】判断下列项目所属会计要素和科目。
①存放在银行的存款 ５００ ０００元。 （　　）（　　）
②购入的一台设备，价值 ６０ ０００元。 （　　）（　　）
③向银行借入的为期 ６个月的借款 ２００ ０００元。 （　　）（　　）
④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３５０ ０００元。 （　　）（　　）
⑤销售商品取得的收入 ８０ ０００元。 （　　）（　　）
解析：①为资产，银行存款；

②为资产，固定资产；
③为负债，短期借款；
④为所有者权益，实收资本；
⑤为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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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章　账户和复式记账

一、考点分析

１．了解会计科目的概念及分类。
（１）会计科目的概念。
会计科目是对会计要素按照不同的经济内容和管理需要进行分类的项目，也可简称为

科目。
（２）会计科目的分类。
按经济内容分类，分为六大类：资产类科目、负债类科目、共同类科目、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成本类科目、损溢类科目。
按其所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分类，分为：总账科目、明细科目。
总分类科目对明细分类科目具有统驭和控制作用，而明细分类科目是对其所属的总分类

科目的补充和说明。

２．理解会计账户的概念及设置原则。
（１）会计账户的概念。
账户是根据会计科目开设的，具有一定格式和结构，用于分类反映会计要素增减变动及其

结果的一种载体。 它由账户的名称（即会计科目）和账户的结构两部分组成。
（２）会计账户的设置原则。
合法性原则：指所设置的会计科目应当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应收账款不能

写成应收货款。
相关性原则：指所设置的会计科目应当为提供有关各方所需要的会计信息服务，满足对外

报告与对内管理的要求。
实用性原则：指所设置的会计科目应符合单位自身特点，满足单位实际需要。

３．理解会计科目与账户的联系与区别。
（１）会计科目与账户的联系：会计科目是设置账户的依据，也是账户的名称；账户是会计

科目的具体运用，会计科目所要反映的经济内容，就是账户所要登记的内容。
（２）会计科目与账户的区别：会计科目仅仅是一个名称，只表明某类经济内容；账户既有

名称又有一定的格式和结构，可以记录和反映某类经济内容的增减变动情况及其结果。 会计
科目是国家通过制定企业会计准则而统一规定的；账户是企业单位根据会计科目的设置和自
身经营管理的需要在账簿中开设的。

４．掌握账户的基本结构。
账户的基本结构是：“左方”表示“借方”，“右方”表示“贷方”。 但哪一方登记增加，哪一

方登记减少，则要根据账户反映的经济内容的性质决定（或取决于账户的性质）。

５．理解复式记账的基本原理。
复式记账法是根据会计平衡公式的基本原理，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以相等的金

额，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账户中进行登记，系统地反映资金运动变化及其结果的一种
记账方法。

６．掌握借贷记账法的概念和基本内容。
（１）借贷记账法的概念。
借贷记账法是以“借”和“贷”作为记账符号的一种复式记账法。
（２）借贷记账法的特点。
①以“借”和“贷”作为记账符号。
②以“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作为记账规则。
③对账户不要求固定分类。
④以“借方金额等于贷方金额”作为试算平衡公式。
（３）各类账户的结构。
资产类账户的借方记增加额，贷方记减少额，期末余额一般在借方。
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类账户贷方记增加额，借方记减少额，期末余额一般在贷方。
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本期借方发生额。
成本类账户的结构与资产类账户的结构一致。 借方记增加额，贷方记减少额，期末一般无

余额，如有余额，应在借方，表示在产品成本。
费用类账户的结构与资产类账户的结构基本相同，借方记增加额，贷方记减少额，期末一

般无余额。
资产、成本、费用类账户增加在借方，减少在贷方。
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类账户增加在贷方，减少在借方。

７．理解账户的对应关系和对应账户。
每项经济业务发生后，所登记的账户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有时是一个账户的借方

对应着另一个账户的贷方，有时是一个账户的借方（或贷方）对应着几个账户的贷方（或借
方）。 账户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称为账户对应关系，存在着这种对应关系的账户称为对
应账户。
账户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会计分录的形式表现。 会计分录简称分录，是按照复式记账法

的要求，对每项经济业务列示出应借、应贷的账户名称及其金额的一种记录。
（１）会计分录的格式。
借方在上，贷方在下。
借方在左，收入类账户的结构与权益类账户的结构相似，借方记减少额，贷方记增加额，期

末一般无余额。
贷方在右。
（２）会计分录三要素。
①账户的名称，即会计科目；
②记账方向的符号，即借方或贷方；
③记录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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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章　账户和复式记账

一、考点分析

１．了解会计科目的概念及分类。
（１）会计科目的概念。
会计科目是对会计要素按照不同的经济内容和管理需要进行分类的项目，也可简称为

科目。
（２）会计科目的分类。
按经济内容分类，分为六大类：资产类科目、负债类科目、共同类科目、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成本类科目、损溢类科目。
按其所提供信息的详细程度分类，分为：总账科目、明细科目。
总分类科目对明细分类科目具有统驭和控制作用，而明细分类科目是对其所属的总分类

科目的补充和说明。

２．理解会计账户的概念及设置原则。
（１）会计账户的概念。
账户是根据会计科目开设的，具有一定格式和结构，用于分类反映会计要素增减变动及其

结果的一种载体。 它由账户的名称（即会计科目）和账户的结构两部分组成。
（２）会计账户的设置原则。
合法性原则：指所设置的会计科目应当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应收账款不能

写成应收货款。
相关性原则：指所设置的会计科目应当为提供有关各方所需要的会计信息服务，满足对外

报告与对内管理的要求。
实用性原则：指所设置的会计科目应符合单位自身特点，满足单位实际需要。

３．理解会计科目与账户的联系与区别。
（１）会计科目与账户的联系：会计科目是设置账户的依据，也是账户的名称；账户是会计

科目的具体运用，会计科目所要反映的经济内容，就是账户所要登记的内容。
（２）会计科目与账户的区别：会计科目仅仅是一个名称，只表明某类经济内容；账户既有

名称又有一定的格式和结构，可以记录和反映某类经济内容的增减变动情况及其结果。 会计
科目是国家通过制定企业会计准则而统一规定的；账户是企业单位根据会计科目的设置和自
身经营管理的需要在账簿中开设的。

４．掌握账户的基本结构。
账户的基本结构是：“左方”表示“借方”，“右方”表示“贷方”。 但哪一方登记增加，哪一

方登记减少，则要根据账户反映的经济内容的性质决定（或取决于账户的性质）。

５．理解复式记账的基本原理。
复式记账法是根据会计平衡公式的基本原理，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以相等的金

额，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账户中进行登记，系统地反映资金运动变化及其结果的一种
记账方法。

６．掌握借贷记账法的概念和基本内容。
（１）借贷记账法的概念。
借贷记账法是以“借”和“贷”作为记账符号的一种复式记账法。
（２）借贷记账法的特点。
①以“借”和“贷”作为记账符号。
②以“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作为记账规则。
③对账户不要求固定分类。
④以“借方金额等于贷方金额”作为试算平衡公式。
（３）各类账户的结构。
资产类账户的借方记增加额，贷方记减少额，期末余额一般在借方。
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类账户贷方记增加额，借方记减少额，期末余额一般在贷方。
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本期借方发生额。
成本类账户的结构与资产类账户的结构一致。 借方记增加额，贷方记减少额，期末一般无

余额，如有余额，应在借方，表示在产品成本。
费用类账户的结构与资产类账户的结构基本相同，借方记增加额，贷方记减少额，期末一

般无余额。
资产、成本、费用类账户增加在借方，减少在贷方。
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类账户增加在贷方，减少在借方。

７．理解账户的对应关系和对应账户。
每项经济业务发生后，所登记的账户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有时是一个账户的借方

对应着另一个账户的贷方，有时是一个账户的借方（或贷方）对应着几个账户的贷方（或借
方）。 账户之间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称为账户对应关系，存在着这种对应关系的账户称为对
应账户。
账户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会计分录的形式表现。 会计分录简称分录，是按照复式记账法

的要求，对每项经济业务列示出应借、应贷的账户名称及其金额的一种记录。
（１）会计分录的格式。
借方在上，贷方在下。
借方在左，收入类账户的结构与权益类账户的结构相似，借方记减少额，贷方记增加额，期

末一般无余额。
贷方在右。
（２）会计分录三要素。
①账户的名称，即会计科目；
②记账方向的符号，即借方或贷方；
③记录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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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会计分录的分类。
简单分录：一借一贷。
复合分录：一借多贷、一贷多借、多借多贷。

８．掌握总分类账户与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方法。
所谓平行登记，是指对所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以会计凭证为依据，一方面记入有关

总分类账户，另一方面也要记入有关总分类账户所属明细分类账户。
平行登记的要求如下：
①所依据会计凭证相同（依据相同）。
②借贷方向相同（方向相同）。
③所属会计期间相同（期间相同）。
④计入总分类账户的金额与计入其所属明细分类账户的金额合计相等（金额相等）。

９．掌握试算平衡的方法。
试算平衡的方法包括发生额试算平衡和余额试算平衡两种。
发生额试算平衡法公式：所有账户借发 ＝所有账户贷发；依据：“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

等”的记账规则。
余额试算平衡法公式：所有账户借余＝所有账户贷余；依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的恒等关系。
如果试算平衡表借贷不相等，则账户记录有错误，应认真查找，直到实现平衡为止。
即便实现了试算平衡，也不能说明账户记录绝对正确，因为有些错误并不会影响借贷双方

的平衡关系。
①漏记某项经济业务，将使本期借贷双方的发生额发生等额减少，借贷仍然平衡。
②重记某项经济业务，将使本期借贷双方的发生额发生等额虚增，借贷仍然平衡。
③某项经济业务记错有关账户，借贷仍然平衡。
④某项经济业务在账户记录中，颠倒了记账方向，借贷仍然平衡。
⑤借方或贷方发生额中，偶然发生多记少记并相互抵销，借贷仍然平衡等。

二、典型题解

【例题 １· 单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总分类会计科目的是（　　）。
Ａ．应交增值税 Ｂ．应付账款 Ｃ．专利权 Ｄ．专用设备
解析：选项 ＡＣＤ属于明细分类科目，只有 Ｂ选项属于总分类科目。 本题答案为 Ｂ选项。
【例题 ２· 多选题】下列有关会计科目与账户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Ａ．会计科目和账户所反映的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是相同的
Ｂ．会计科目是账户的名称，也是设置账户的依据
Ｃ．账户具有一定的格式和结构，而会计科目没有
Ｄ．会计科目和账户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
解析：会计科目是设置账户的依据，也是账户的名称；账户是会计科目的具体运用，会计科

目所要反映的经济内容就是账户所要登记的内容。 会计科目仅仅是一个名称，只表明某类经

济内容；账户既有名称又有一定的格式和结构，可以记录和反映某类经济内容的增减变动情况
及其结果。 本题答案为 ＡＢＣ选项。

【例题 ３· 多选题】关于复式记账法，下列各观点中正确的有（　　）。
Ａ．以资产与权益平衡关系作为记账依据
Ｂ．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各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情况以及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
Ｃ．对于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账户中同时登记
Ｄ．可以对账户记录的结果进行试算平衡，以便检查账户记录的正确性
解析：复式记账法可以全面系统地反映各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情况以及经济业务的来龙

去脉。 本题答案为 ＡＣＤ选项。
【例题 ４· 判断题】收入类账户的增加额记在账户的贷方，减少额记入账户的借方，平时的

余额记在账户的贷方，期末结账后一般无余额。 （　　）
解析：收入类账户的结构与权益类账户的结构相似，借方记减少额，贷方记增加额，期末一

般无余额。 本题答案为√。
【例题 ５· 多选题】借贷记账法下，可以在账户借方登记的是（　　）。
Ａ．资产的增加 Ｂ．负债的减少 Ｃ．收入的减少 Ｄ．费用的减少
解析：账户借方登记资产、成本、费用的增加；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的减少。 本题答案为

ＡＢＣ选项。
【例题 ６· 单选题】下列各项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Ａ．资产类账户的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
Ｂ．负债类账户的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
Ｃ．权益类账户的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本期借方发生额
Ｄ．负债＝资产－所有者权益
解析：负债类账户的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本期借方发生额。 本题答

案为 Ｂ选项。
【例题 ７· 多选题】经济业务发生后，一般可以编制的会计分录是（　　）。
Ａ．多借多贷 Ｂ．一借多贷 Ｃ．多借一贷 Ｄ．一借一贷
解析：会计分录分为简单分录和复合分录，简单分录就是一借一贷分录，复合分录就是一

借多贷，一贷多借或多借多贷分录。 本题答案为 ＡＢＣＤ选项。
【例题 ８· 多选题】会计分录的内容包括（　　）。
Ａ．经济业务内容摘要 Ｂ．账户名称
Ｃ．经济业务发生额 Ｄ．应借应贷方向
解析：会计分录三要素是账户名称、借贷方向和应记金额。 本题答案为 ＢＣＤ选项。
【例题 ９· 多选题】关于总分类会计科目与明细分类会计科目的下列表述中，正确的

是（　　）。
Ａ．明细分类会计科目概括地反映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
Ｂ．总分类会计科目详细地反映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
Ｃ．总分类会计科目对明细分类会计科目具有控制作用
Ｄ．明细分类会计科目是对总分类会计科目的补充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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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会计分录的分类。
简单分录：一借一贷。
复合分录：一借多贷、一贷多借、多借多贷。

８．掌握总分类账户与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方法。
所谓平行登记，是指对所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以会计凭证为依据，一方面记入有关

总分类账户，另一方面也要记入有关总分类账户所属明细分类账户。
平行登记的要求如下：
①所依据会计凭证相同（依据相同）。
②借贷方向相同（方向相同）。
③所属会计期间相同（期间相同）。
④计入总分类账户的金额与计入其所属明细分类账户的金额合计相等（金额相等）。

９．掌握试算平衡的方法。
试算平衡的方法包括发生额试算平衡和余额试算平衡两种。
发生额试算平衡法公式：所有账户借发 ＝所有账户贷发；依据：“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

等”的记账规则。
余额试算平衡法公式：所有账户借余＝所有账户贷余；依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的恒等关系。
如果试算平衡表借贷不相等，则账户记录有错误，应认真查找，直到实现平衡为止。
即便实现了试算平衡，也不能说明账户记录绝对正确，因为有些错误并不会影响借贷双方

的平衡关系。
①漏记某项经济业务，将使本期借贷双方的发生额发生等额减少，借贷仍然平衡。
②重记某项经济业务，将使本期借贷双方的发生额发生等额虚增，借贷仍然平衡。
③某项经济业务记错有关账户，借贷仍然平衡。
④某项经济业务在账户记录中，颠倒了记账方向，借贷仍然平衡。
⑤借方或贷方发生额中，偶然发生多记少记并相互抵销，借贷仍然平衡等。

二、典型题解

【例题 １· 单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总分类会计科目的是（　　）。
Ａ．应交增值税 Ｂ．应付账款 Ｃ．专利权 Ｄ．专用设备
解析：选项 ＡＣＤ属于明细分类科目，只有 Ｂ选项属于总分类科目。 本题答案为 Ｂ选项。
【例题 ２· 多选题】下列有关会计科目与账户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Ａ．会计科目和账户所反映的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是相同的
Ｂ．会计科目是账户的名称，也是设置账户的依据
Ｃ．账户具有一定的格式和结构，而会计科目没有
Ｄ．会计科目和账户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
解析：会计科目是设置账户的依据，也是账户的名称；账户是会计科目的具体运用，会计科

目所要反映的经济内容就是账户所要登记的内容。 会计科目仅仅是一个名称，只表明某类经

济内容；账户既有名称又有一定的格式和结构，可以记录和反映某类经济内容的增减变动情况
及其结果。 本题答案为 ＡＢＣ选项。

【例题 ３· 多选题】关于复式记账法，下列各观点中正确的有（　　）。
Ａ．以资产与权益平衡关系作为记账依据
Ｂ．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各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情况以及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
Ｃ．对于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账户中同时登记
Ｄ．可以对账户记录的结果进行试算平衡，以便检查账户记录的正确性
解析：复式记账法可以全面系统地反映各会计要素的增减变动情况以及经济业务的来龙

去脉。 本题答案为 ＡＣＤ选项。
【例题 ４· 判断题】收入类账户的增加额记在账户的贷方，减少额记入账户的借方，平时的

余额记在账户的贷方，期末结账后一般无余额。 （　　）
解析：收入类账户的结构与权益类账户的结构相似，借方记减少额，贷方记增加额，期末一

般无余额。 本题答案为√。
【例题 ５· 多选题】借贷记账法下，可以在账户借方登记的是（　　）。
Ａ．资产的增加 Ｂ．负债的减少 Ｃ．收入的减少 Ｄ．费用的减少
解析：账户借方登记资产、成本、费用的增加；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的减少。 本题答案为

ＡＢＣ选项。
【例题 ６· 单选题】下列各项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Ａ．资产类账户的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
Ｂ．负债类账户的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
Ｃ．权益类账户的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本期借方发生额
Ｄ．负债＝资产－所有者权益
解析：负债类账户的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本期借方发生额。 本题答

案为 Ｂ选项。
【例题 ７· 多选题】经济业务发生后，一般可以编制的会计分录是（　　）。
Ａ．多借多贷 Ｂ．一借多贷 Ｃ．多借一贷 Ｄ．一借一贷
解析：会计分录分为简单分录和复合分录，简单分录就是一借一贷分录，复合分录就是一

借多贷，一贷多借或多借多贷分录。 本题答案为 ＡＢＣＤ选项。
【例题 ８· 多选题】会计分录的内容包括（　　）。
Ａ．经济业务内容摘要 Ｂ．账户名称
Ｃ．经济业务发生额 Ｄ．应借应贷方向
解析：会计分录三要素是账户名称、借贷方向和应记金额。 本题答案为 ＢＣＤ选项。
【例题 ９· 多选题】关于总分类会计科目与明细分类会计科目的下列表述中，正确的

是（　　）。
Ａ．明细分类会计科目概括地反映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
Ｂ．总分类会计科目详细地反映会计对象的具体内容
Ｃ．总分类会计科目对明细分类会计科目具有控制作用
Ｄ．明细分类会计科目是对总分类会计科目的补充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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