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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1_E8_AF_81_E8_c42_606139.htm 会计基本假设是企

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前提，是对会计核算所处时间、

空间环境等所作的合理设定。会计基本假设包括会计主体、

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 （一）会计主体会计主体

，是指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空间范围。为了向财务

报告使用者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提供

与其决策有用的信息，会计核算和财务报告的编制应当集中

于反映特定对象的活动，并将其与其他经济实体区别开来，

才能实现财务报告的目标。 在会计主体假设下，企业应当对

其本身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反

映企业本身所从事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明确界定会计主体

是开展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工作的重要前提。 首先，明确

会计主体，才能划定会计所要处理的各项交易或事项的范围

。在会计工作中，只有那些影响企业本身经济利益的各项交

易或事项才能加以确认、计量和报告，那些不影响企业本身

经济利益的各项交易或事项则不能加以确认、计量和报告。

会计工作中通常所讲的资产、负债的确认，收入的实现，费

用的发生等，都是针对特定会计主体而言的。 其次，明确会

计主体，才能将会计主体的交易或者事项与会计主体所有者

的交易或者事项以及其他会计主体的交易或者事项区分开来

。例如，企业所有者的经济交易或者事项是属于企业所有者

主体所发生的，不应纳入企业会计核算的范围，但是企业所

有者投入到企业的资本或者企业向所有者分配的利润，则属



于企业主体所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应当纳入企业会计核算

的范围。 会计主体不同于法律主体。一般来说，法律主体必

然是一个会计主体。例如，一个企业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应

当建立财务会计系统，独立反映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但是，会计主体不一定是法律主体。例如，在企业

集团的情况下，一个母公司拥有若干子公司，母子公司虽然

是不同的法律主体但是母公司对于子公司拥有控制权，为了

全面反映企业集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就有

必要将企业集团作为一个会计主体，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再

如，由企业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企业年金基金等，尽管不

属于法律主体，但属于会计主体，应当对每项基金进行会计

确认、计量和报告。 「例11」某母公司拥有10家子公司，母

子公司均属于不同的法律主体，但母公司对子公司拥有控制

权，为了全面反映由母子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整体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就需要将企业集团作为一个会计

主体，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例12」某基金管理公司管理

了10只证券投资基金。对于该公司来讲，一方面公司本身既

是法律主体，又是会计主体，需要以公司为主体核算公司的

各项经济活动，以反映整个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另一方面每只基金尽管不属于法律主体，但需要单

独核算，并向基金持有人定期披露基金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等，因此，每只基金也属于会计主体。 （二）持续经营持续

经营，是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企业将会按当前的规模和状

态继续经营下去不会停业，也不会大规模削减业务。在持续

经营前提下，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以企业持续、正常

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前提。 企业是否持续经营，在会计原则、



会计方法的选择上有很大差别。一般情况下，应当假定企业

将会按照当前的规模和状态继续经营下去。明确这个基本假

设，就意味着会计主体将按照既定用途使用资产，按照既定

的合约条件清偿债务，会计人员就可以在此基础上选择会计

原则和会计方法。如果判断企业会持续经营，就可以假定企

业的固定资产会在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长期发挥作用

，并服务于生产经营过程，固定资产就可以根据历史成本进

行记录，并采用折旧的方法，将历史成本分摊到各个会计期

间或相关产品的成本中。如果判断企业不会持续经营，固定

资产就不应采用历史成本进行记录并按期计提折旧。 「例13

」某企业购入一条生产线，预计使用寿命为10年，考虑到企

业将会持续经营下去，因此可以假定企业的固定资产会在持

续经营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长期发挥作用，并服务于生产经营

过程，即不断地为企业生产产品，直至生产线使用寿命结束

。为此固定资产就应当根据历史成本进行记录，并采用折旧

的方法，将历史成本分摊到预计使用寿命期间所生产的相关

产品成本中。 如果一个企业在不能持续经营时还假定企业能

够持续经营，并仍按持续经营基本假设选择会计确认、计量

和报告原则与方法，就不能客观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会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经济决策。 （

三）会计分期会计分期，是指将一个企业持续经营的生产经

营活动划分为一个个连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会计分期的

目的，在于通过会计期间的划分，将持续经营的生产经营活

动划分成连续、相等的期间，据以结算盈亏，按期编报财务

报告，从而及时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有关企业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信息。 在会计分期假设下，企业应当



划分会计期间，分期结算账目和编制财务报告。会计期间通

常分为年度和中期。中期，是指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

报告期间。 根据持续经营假设，一个企业将按当前的规模和

状态持续经营下去。但是，无论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还是

投资者、债权人等的决策都需要及时的信息，都需要将企业

持续的生产经营活动划分为一个个连续的、长短相同的期间

，分期确认、计量和报告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明确会计分期假设意义重大，由于会计分期，才产生

了当期与以前期间、以后期间的差别，才使不同类型的会计

主体有了记账的基准，进而出现了折旧、摊销等会计处理方

法。 （四）货币计量货币计量，是指会计主体在财务会计确

认、计量和报告时以货币计量反映会计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

。 在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过程中之所以选择货币为基础

进行计量，是由货币的本身属性决定的。货币是商品的一般

等价物，是衡量一般商品价值的共同尺度，具有价值尺度、

流通手段、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等特点。其他计量单位，如

重量、长度、容积、台、件等，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企业的

生产经营情况，无法在量上进行汇总和比较，不便于会计计

量和经营管理，只有选择货币尺度进行计量才能充分反映企

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所以，基本准则规定，会计确认、计量

和报告选择货币作为计量单位。 在有些情况下，统一采用货

币计量也有缺陷，某些影响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因素

，如企业经营战略、研发能力、市场竞争力等，往往难以用

货币来计量，但这些信息对于使用者决策来讲也很重要，企

业可以在财务报告中补充披露有关非财务信息来弥补上述缺

陷。 企业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权责发生制基础要求，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

生或应当负担的费用，无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

的收入和费用，计入利润表；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即使款项已在当期收付，也不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 在实务中，企业交易或者事项的发生时间与相关货币收支

时间有时并不完全一致。例如，款项已经收到，但销售并未

实现；或者款项已经支付，但并不是为本期生产经营活动而

发生的。为了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特定会计期间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基本准则明确规定，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

和报告中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 收付实现制是与权责发

生制相对应的一种会计基础，它是以收到或支付的现金作为

确认收入和费用等的依据。目前，我国的行政单位会计采用

收付实现制，事业单位会计除经营业务可以采用权责发生制

外，其他大部分业务采用收付实现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