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中级财务会计实训概述

学习目标

•
 

掌握会计模拟实训的目的与要求。

•
 

掌握会计模拟实训的准备工作与实训内容。

1.1 会计模拟实训目的和要求

1.1.1 会计模拟实训目的

  会计是一门技术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学科,学生除了应在课堂上努力学习会计理论

知识外,还应认识到会计实务操作的重要性。一个优秀的会计人员应该既具备丰富的会

计理论知识,又拥有良好的会计实务操作能力。

会计模拟实训是一个从学校学习会计理论到企业进行会计实操的过渡训练。在这

个过程中,会营造出一种近似真实的环境,各项经济业务、会计核算等全部采用仿真模

式,这不仅可为理论知识的应用提供平台,还可为今后企业的实际工作提供必要保证。

具体讲,会计模拟实训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1.
 

强化会计知识,理论联系实际

会计有着极其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是如果只掌握其书面理论,则难观其全貌。实践

性也是会计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会计模拟实训则是一

个很好的渠道———将所学会计理论知识与实际业务操作有机结合。一方面,将课本上所

学的知识(如会计核算、编制记账凭证等)应用于实务,可以使学生有更为直观的理解;
 

另

一方面,实务操作亦是对书本知识的一种检验。这样,学生就会对会计综合知识有更深

层次的理解。

2.
 

提高会计实务操作能力

虽然学生曾在校系统学习过会计理论的各种知识与方法,但是对于会计的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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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并无经验,会导致所学会计知识无法应用于实际工作。会计实训则可以为同学们提

供亲身实践的机会,设置不同仿真环境,模拟各种现实业务,使同学们感觉身临其境。在

这个过程中,可不断提升会计实务的操作水平,如掌握会计基本工作规范、熟悉会计核算

流程、了解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等。

3.
 

发展创新思维

新经济时代,大数据时代,全球化时代,企业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可以说

已经到了企业不创新就有可能无法生存的地步。企业的创新要靠员工,因此,从学生时

代便应该不断培养创新意识,发展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力。会计虽有着久远的历史,但

依然有着诸多不完美之处。我们虽然掌握了“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会计核算理论,

但企业实际会计核算业务的处理依然需要完善。学生应该通过更多的实践提升对会计

工作的认识,从而不断思考改进方法,加强创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1.1.2 会计模拟实训要求

1.
 

基本要求

  会计模拟实训有两项基本要求:
 

第一,丰富学生的理论知识。在进行仿真模拟实训

前,学生应该具备充足的理论知识,如财务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在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前提下,进行实务操作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第二,模拟环境的真

实性。仿真环境应该尽可能真实,如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经济业务等都应力

求接近实际,这样才能使会计模拟实训具有操作价值。

2.
 

总体要求

1)
 

会计准则的时效性

会计实务操作模拟试图尽可能接近真实的环境,然而会计是一门不断完善的学科,

因此,模拟实训应随时关注会计准则的最新变化,以便采用新的准则解决问题。如果仍

然依据旧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事项的账务进行处理,那么会计模拟实训也将失去

意义。

2)
 

账务处理程序的合理性

账务处理程序是指会计核算中,将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与记账程序有机结

合的方法。

当前会计核算形式大致有七种,即记账凭证核算形式、记账凭证汇总表核算形式、多

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日记总账核算形式、通用日记账核算形式

和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企业会计核算形式应该遵循适应业务的特点、满足管理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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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简化核算手续的原则。这就意味着虽然会计核算种类多种多样,但是一家企业应该

选择一种科学、合理且适合于自身的会计核算形式。

3)
 

会计工具的规范性及使用的准确性

会计模拟操作所使用的会计工具应与企业所使用的工具相一致。实训中用到的会

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都应是按最新规范编制的,并且要准确地应用会计工具,

书写应严格遵循《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大写的金额数字应统一采用壹、贰、叁、肆、伍、陆、

柒、捌、玖、拾、佰、仟、万、亿,金额有角和分的,元以下不写“整”,大写金额必须与小写金

额相符合。

4)
 

结档工作的严谨性

各种会计档案和文件资料(如会计凭证、报表、账簿等)都是所发生会计事项或业务

的凭据,必须按类装订、妥善保管。同时也可为今后的检查、审计等工作做好准备。

3.
 

具体要求

账务处理程序作为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三者有机结合的一种方式,在会计

模拟实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会计凭证

会计凭证是记录经济业务、明确经济责任、按一定格式编制的据以登记会计账簿的

书面证明。根据会计凭证编制程序和用途的不同,可以分为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

(1)
 

原始凭证

原始凭证又称单据,是在经济业务最初发生时即行填制的原始书面证明,如销货发

票、款项收据等。原始凭证通常包括凭证名称、填制日期、填制和接收凭证的单位名称、

业务数量和金额等。

原始凭证可以分为自制原始凭证和外来原始凭证。不同的原始凭证,其格式和内容

有所区别。但是对原始凭证也有一定的要求,具体如下。

①
 

原始凭证要连续编号。如果原始凭证已预先印定编号,在写坏作废时,应加盖“作

废”戳记,妥善保管,不得撕毁。

②
 

原始凭证要真实准确。原始凭证上的时间、单价、金额等内容要准确无误,并符合

国家有关政策、法令法规、制度等要求,不得伪造凭证。

③
 

原始凭证的内容要完整。凭证所列项目需完整无误,并且接收单位、个人名称等

要填列清楚,对于填制单位和所有经办人员都需认真审核,并签字盖章,确保经济责任的

明确。购买的原始凭证需有验收证明,自外单位取得的原始凭证需填制单位加盖公章。

④
 

原始凭证的填写要清楚规范。书写原始凭证需用蓝黑墨水,字迹要清楚易辨,不

得使用未经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不得写连笔字。大小写金额必须相符。人民币符号

“$”与阿拉伯数字之间不得留有空白。凭证的填写不得有涂改、刮擦等。凭证有错误

的,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或更正,更正处应当加盖出具单位印章。原始凭证金额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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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不得在原始凭证上更正。

(2)
 

记账凭证

记账凭证又称“记账凭单”,是以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为依据,按照经济业务事项的

内容加以归类,并据以确定会计分录后所填制的会计凭证。记账凭证是登账的直接依

据,常用的记账凭证有收款凭证、付款凭证、转账凭证等。

①
 

填制依据。填制记账凭证的依据必须是经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或汇总原始凭证,

并需注明所附原始凭证的张数。

②
 

正确填写摘要。记账凭证摘要是登记账簿的重要依据。一级科目、二级科目或明

细科目、账户的对应关系、金额都应准确无误。

③
 

记账凭证编号。要视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编号方法。若企业的各种经济业务

的记账凭证采用统一的通用格式,则凭证的编号可采用顺序编号法,即按月编顺序号。

业务极少的单位可按年编顺序号。当按照经济业务的内容进行分类时,采用三种格式的

记账凭证,记账凭证的编号应采用字号编号法,即把不同类型的记账凭证用字加以区别,

再把同类记账凭证顺序号连接起来。三种格式的记账凭证,采用字号编号法时,具体地

编为“收字第××号”“付字第××号”“转字第××号”。如果一笔经济业务需要填制一

张以上的记账凭证,则记账凭证的编号可采用分数编号法。如一笔经济业务需要编制三

张凭证,凭证的顺序号为21,可编制为转字21
 

1/3号、转字212/3号、转字21
 

3/3号。第

一个整数的“21”表示业务顺序,分数中分子的“1”“2”“3”表示三张记账中的第一张、第二

张、第三张,分母“3”表示此项业务需要编制三张记账凭证。

④
 

经济责任。同原始凭证一样,记账凭证也需要明确各项经济责任。记账凭证的底

部设置了各方责任人,如审核、主管、记账等,所有业务相关人员都需签字盖章,以确保经

济责任的明确。

2)
 

会计账簿

会计账簿是将会计凭证作为依据,对全部经济业务进行全面、系统、连续、分类记录

和核算的簿籍,由具有专门格式且以一定形式连接在一起的账页组成。

会计账簿按用途可分为序时账簿、分类账簿和备查账簿;
 

按账页格式可分为两栏式

账簿、三栏式账簿、多栏式账簿、数量金额式账簿、横线登记式账簿;
 

按照外表形式可分为

订本账、活页账、卡片账。

各种账簿的形式和格式多种多样,但均应包括封面、扉页、账页等内容。封面主要标

明账簿的名称,如总分类账簿、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
 

扉页标明会计账簿的使用

信息,如科目索引、账簿启用和经管人员一览表等;
 

账页是账簿用来记录经济业务事项的

载体,其格式因反映经济业务内容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登账要求如下。

(1)
 

登账时间

各种账簿登记时间的一般原则是:
 

总分类账按照单位所采用的会计核算形式及时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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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各种明细分类账根据原始凭证、原始凭证汇总表和记账凭证每天登记,也可以定期

(三天或五天)登记。但是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应当根据办理完毕的收付款凭

证随时逐笔顺序进行登记,最少每天登记一次。

(2)
 

文字填写规范

登记账簿时,要用蓝黑墨水或者碳素墨水书写。不得用圆珠笔(银行的复写账簿除

外)或者铅笔书写。红色墨水只能用于制度规定的“按红字冲账的记账凭证、在不设减少

金额栏的多栏式账页中”。记账要清晰、整洁,文字和数字要书写规范,一般应占账簿格

距的1/2,以便留有改错的空间。当会计账簿记录发生错误时,不允许用涂改、刮擦、药水

消除字迹等手段更正错误,也不允许重抄,而应根据情况,按照规定采用划线更正法、补

充登记法或红字冲正法三种方法进行更正;
 

若由于记账凭证错误而使账簿记录发生错

误,则应首先更正记账凭证,然后再按更正的记账凭证登记账簿。

(3)
 

登账符号

登记账簿时,应当将会计凭证的日期、编号、业务内容摘要、金额和其他有关资料逐

项记入账内,同时记账人员要在记账凭证上签名或者盖章,并注明已经登账的符号(如打

“√”),防止漏记、重记和错记情况的发生。

(4)
 

账户余额处理

对于需要结出余额的账户,应当定期结出余额。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必须

每天结出余额。结出余额后,应在“借或贷”栏内写明“借”或“贷”的字样。没有余额的账

户,应在该栏内写“平”字并在余额栏“元”位上用“0”表示。每登记满一张账页结转下页

时,应当结出本页合计数和余额,写在本页最后一行和下页第一行有关栏内,并在本页的

摘要栏内注明“转后页”字样,在次页的摘要栏内注明“承前页”字样。

3)
 

会计报表

会计报表是对日常核算的资料按一定的表格形式进行的汇总反映,是企业的会计人

员根据一定时期(例如月、季、年)的会计记录,按照既定的格式和种类编制的系统的报告

文件。它可综合反映企业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情况及一定时期的经营成果和财务

状况的变动。

(1)
 

会计报表编制要求

①
 

内容真实:
 

会计报表指标应当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②
 

全面完整:
 

会计报表应当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貌,全面反映企业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③
 

前后一致:
 

编制会计报表依据的会计方法,前后期应当遵循一致性原则,不能随

意变更。

④
 

编报及时:
 

企业应根据有关规定,按月、按季、按半年、按年及时对外报送会计

报表。

⑤
 

相关可比: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所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必须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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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决策相关,并且便于财务会计报告的使用者在不同企业之间及同一企业前后各期之

间进行比较。

⑥
 

便于理解:
 

财务会计报告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晰明了,便于使用者理解和

使用。

(2)
 

会计报表报送期限

会计报表的报送期限,由国家统一规定。

①
 

月报应于月度终了后6天内(节假日顺延,下同)对外提供。

②
 

季报应于季度终了后15天内对外提供。

③
 

半年度报应于年度中期结束后60天内(相当于两个连续的月份)对外提供。

④
 

年报应于年度终了后4个月内对外提供。

1.2 会计模拟实训准备工作及实训内容

1.2.1 会计模拟实训的准备工作

1.
 

学生准备

  1)
 

知识准备

学生应该在具备一定的会计基础知识的条件下,进行会计模拟实训,如掌握账务处

理程序、成本核算方法、会计凭证的填制方法等,从而加强对会计知识和会计方法的

理解。

2)
 

资料准备

模拟实训前,学生应准备好各种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计算器、印鉴以及蓝

色墨水、红色墨水、钢笔、铅笔、剪刀、凭证装订机、会计科目表等实训用品。

除了实物资料的准备,学生还应准备好一些信息资料。如在实训前对企业的大体状

况进行了解,如企业的组织结构、财务结构、人员配备情况等。

2.
 

教师准备

1)
 

划分小组

在模拟实训前老师应与学生进行沟通,并以分组的形式进行实训,且选定组长或小

组负责人。

2)
 

实训计划准备

老师应根据每个同学的不同情况制订不同的模拟实训计划,以便会计实训对于每个

同学而言都有针对性,使每个同学可以有切实的提高。



第1章 中级财务会计实训概述 7    

3.
 

设施准备

老师应提前将实训教室、实训所用工具以及录像机、投影仪等设施准备妥当,以便营

造更加完善的模拟实训氛围。

1.2.2 会计模拟实训的内容

1.
 

建立账簿并结转期初余额

  学生应根据目标企业的实际情况设置会计科目,建立账簿,开设总分类账、明细分类

账、现金日记账及银行存款日记账,并且登记期初余额。

2.
 

填制和审核原始凭证

建立账簿并结转期初余额后,应着手处理本期发生的经济业务,并且从填制、审核原

始凭证或原始凭证汇总表开始。本书第17章模拟练习提供了大部分原始凭证,有一些

自制原始凭证需要学生自行填制(如固定资产折旧计算表、企业债券应计利息计算表、制

造费用分配表等)。学生填制完成后,裁下来作为记账凭证的附件。学生填制原始凭证

时,要在原始凭证上完成相关的手续,包括经办人签字、审核人审核、有关部门盖章等。

3.
 

编制记账凭证

在审核原始凭证或汇总原始凭证准确无误后,应根据原始凭证或汇总原始凭证编制

记账凭证,并将所填制的原始凭证裁下作其附件,一起编号装订。

4.
 

登记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根据同货币资金相关的收款凭证、付款凭证逐笔登记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

账,并按日结转库存现金余额和银行存款余额。库存现金日记账采用“收付余”三栏式账

页。银行存款日记账通常也采用“收付余”三栏式账页,但有时为了编制“现金流量表”,

会采用多栏式格式,这样更有利于报表的编制。

5.
 

登记明细分类账

根据记账凭证及所附各类原始凭证和原始凭证汇总表登记各类明细分类账。

6.
 

编制科目汇总表

根据记账凭证编制科目汇总表,通过编制科目汇总表初步检验会计记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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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登记总分类账

根据科目汇总表或记账凭证登记总分类账。

8.
 

对账

期末,将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和各种明细分类账的余额同有关总分类账的

余额核对相符;
 

并且对登记的总分类账的期初余额、期末余额、本期发生额进行试算平

衡,之后将总账和明细账进行核对。

9.
 

结账

结转损益类账户的本期发生额,结出各账户的期末余额。

10.
 

编制财务报表

期末,根据审核无误的总分类账与明细分类账资料编制财务报表。

考虑到实训业务为12月份的经济业务,只要求编制12月份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

和现金流量表,不再要求编制年度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11.
 

归档保存

将各类会计凭证装订成册、各项会计报表加具封面,并把所有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会计报表整理归档,进行保存。

虽然学生们对会计知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对于会计实操往往并不十分清楚步

骤或注意事项等。因此,老师应该在实训前,先进行实训要求的讲解、注意事项的说明,

以及深入介绍企业相关信息及其内在联系等;
 

并对会计凭证的填制、会计报表的填写等

进行演示操作。

在模拟实训结束后,每位学生都应该对此次实训进行书面形式的总结。不要求形式

有多规范,辞藻有多华丽,但一定要是学生的真实感受,或是学生在实操后认真思考而提

出的问题。老师应该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指点,并不断完善模拟实训的

流程。

1.2.3 会计模拟实训用品

1.
 

会计凭证

  1)
 

原始凭证

本书第17章的会计实训模拟练习会提供相关的原始凭证,可剪下来粘贴到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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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账凭证后面。

2)
 

记账凭证

编制专用记账凭证(如收款凭证、付款凭证、转账凭证),通过科目汇总表进行初步检验。

2.
 

会计账簿

1)
 

总分类账簿

所有账簿开设三栏式总账。

2)
 

明细分类账簿

实训模拟练习涉及三栏式明细账、多栏式明细账,不需要开设数量金额式明细分

类账。

3)
 

日记账

需要开设现金日记账和相关的银行存款日记账。

3.
 

财务会计报表

第17章的模拟实训练习要求编制月末的资产负债表、月度的现金流量表和利润表。

本章小结

会计模拟实训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1)强化会计知识,理论联系实际;
 

(2)提高会计实务操作能力;
 

(3)发展创新思维。

学生应该在具备一定的会计基础知识的条件下,进行会计模拟实训,如掌握账务处

理程序、成本核算方法、会计凭证的填制方法等,从而强化对会计知识、会计方法的理解。

学生应根据目标企业的实际情况,设置会计科目,建立账簿,开设总分类账、明细分

类账、现金日记账及银行存款日记账,并且登记期初余额。建立账簿并结转期初余额后,

应着手处理本期发生的经济业务,在审核原始凭证或汇总原始凭证的基础上编制记账凭

证,登记各类明细分类账。根据记账凭证编制科目汇总表,通过编制科目汇总表初步检

验会计记录的正确性,根据科目汇总表或记账凭证登记总分类账。期末,将现金日记账、

银行存款日记账和各种明细分类账的余额同有关总分类账的余额核对相符。结转损益

类账户的本期发生额,结出各账户的期末余额。根据审核无误的总分类账与明细分类账

资料编制财务报表。

思考题

1.
 

会计模拟实训的具体要求有哪些?

2.
 

会计模拟实训包括哪些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