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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以下

简称“规范”）是针对手工会计或传统

的会计电算化条件制定的，随着社会

经济环境变化已难以适应会计信息化

的快速发展。会计信息化区别于手工会

计核算和会计电算化，是会计工作与企

业管理信息系统相互融合的信息化管

理高级阶段。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我

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指导意见》（财会

[2009]6号）强调，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

息化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推进企

事业单位会计信息化建设。”重点要做

好“会计基础工作信息化，会计基础工

作涉及企事业单位管理全过程，只有

基础工作信息化，才能为企事业单位全

面信息化奠定扎实的基础”。实现会计

基础工作信息化，可以摆脱传统的束

缚，提高会计工作对于环境的适应能

力；可以规范会计信息化流程，最大限

度地减少系统外流程的出现；可以把公

认的、约定俗成且符合会计工作实际的

系统化安排，确立为制度依据和规范

标准，以促进会计基础工作的科学发

展；可以为全面信息化的其他各项信息

化工作打好基础。而实现会计基础工

作信息化，当务之急是制定基于信息化

条件下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制定信息化条件下的会计基础工

　姜玉成　　朱同明

制定信息化条件下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的思考

作规范，其内涵和外延与现行《规范》

有较多差异，如何能够使新《规范》对

环境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较强的

适应性，做好前瞻性设计和科学筹划

工作，发挥其在全面信息化中的基础性

作用，应从哲学角度思考其远景规划、

内外协调和结构安排。

一是要兼顾不同单位的信息化程

度，体现共性和个性需求。当前，我国

各单位的信息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一

部分信息化水平较高的大中型企业已

经迈入会计信息化阶段；部分中小企

业还处于模拟手工会计核算的会计电

算化阶段；还有部分小型企业事业单位

仍处于手工核算状态。会计信息化工作

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样地，会计基

础工作的规范化管理也是一个渐进发

展的过程，处于不同阶段的单位，遵循

统一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不够现实，操

作难度大。从共性和个性角度区分，处

于手工核算状态（阶段）和模拟手工会

计核算的会计电算化阶段的单位，具有

更多的相似性，将现行《规范》适当修

订可以满足此类单位规范化管理的需

求；处于会计信息化阶段的单位，与前

者相比具有更多的特殊性，应当结合其

个性需求单独制定信息化条件下的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明确界定会计信息化

的标准和认证条件。此外，企业与行政

事业单位的会计信息化具有各自的特

殊性，不同的企业所依托的信息化平台

也差异较大，即使是实施同一品牌软件

系统的企业，也因所处行业、企业性质

等方面的差别，而呈现出会计信息化的

不同特点，因此，要兼顾不同单位的信

息化程度的差异，考虑到行政事业单位

之间的共性及其与企业存在的个性差

异，可以把行政事业单位在信息化条件

下的会计基础工作的具体要求单独形

成章节，考虑到企业的不同和所应用的

会计信息化软件的差别，可以梳理信息

化条件下的会计基础工作的共性特点，

确认共性并接受必要的个性差异，协

调好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以提高会计基础工作的环境适应性。

二是要甄别现行《规范》的适应

性和非适应性，体现继承和发展的要

求。会计基础工作是对会计核算和会

计管理服务的基础性工作的统称，主

要包括对会计机构与会计人员管理、

会计核算、会计监督、内部会计管理制

度等工作。现行《规范》在维护会计核

算的严肃性、规范会计工作秩序、提升

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虽然《规

范》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性，但其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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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规范的体系和主体的制度安排，

在今后制定信息化条件下的会计基础

工作规范时，仍然具有可以继承的部

分，比如，会计凭证传递的原理、隐含

的内部控制的要求、会计交接的严密

性等。相应地，对于ERP条件下的凭证

打印和保管、岗位职责和会计分工、流

程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的非适应性

（如信息化条件下的会计岗位与传统

会计岗位有着本质上的变化，有些会

计岗位不复存在、有些岗位集成或前

移到业务岗位、有些岗位又属于信息化

条件下所独有）都需要随着单位内部

管理的需要和外部环境的调整，有针

对性、有区别地对待。当会计岗位集成

或前移到业务岗位后，会计核算环境、

会计监督程序，以及与之相互协调的

内部会计管理制度也将发生本质上的

变化，表现出与现行《规范》的不适应

性，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的情况，用

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有效地处理好

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确保信息化条件下

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具有前瞻性

和环境适应性。

三是要审慎对待例外事项，处理

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针对手

工条件的《规范》明确的一些具体要

求，在信息化条件下并不适用，而制定

信息化条件下的新《规范》不可能事无

巨细、面面俱到，也不可能把所有例外

事项全部纳入新《规范》中予以明确，

所以，制定新《规范》时应当区分例外

事项，一方面，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部分

作为主要矛盾，兼顾灵活性和原则性。

将那些带有行业特点、区域特点的例外

事项，授权给行业、区域主管部门负责

管理，实行财政部门备案制的管理办

法，体现适当的灵活性；而对于个别会

计信息系统软件可以提供“无痕迹修

改凭证”、“反复核”、“反记账”、“反

结账”等反向操作功能，应当明确禁

止。另一方面，选择不便统一的例外事

项作为次要矛盾，体现必要的差异化。

比如，不同的会计信息系统软件下的会

计凭证类型差异较大，差异的原因往

往基于软件各自不同的设计思路，进而

延伸不同的管理会计服务功能，这种差

异，只要不违背基本的会计原理、不违

反相关的会计准则制度、不与内部控制

要求发生冲突，就可以不作强制性的统

一规定，从而避免造成软件的系统重

构产生不必要的沉没成本。为最大限

度地减少可接受的差异化导致的规范

弱化，不同会计信息系统软件形成会

计凭证差异化的设计思路和延伸的管

理会计服务功能，应当由独立的、具有

权威性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验证，并报

财政部门备案。

四是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运用

普遍联系的原理解决制度间的关系协

调问题。会计基础工作信息化，可以

说是对传统手工流程和管理的一次革

命。在深入细致的调研基础上，应当

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把握好两方面关

系。一方面，要把握好现有会计基础工

作同会计信息化相关的法规制度的关

系协调问题，现行的《会计法》、《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档案管理办

法》、《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会

计电算化工作规范》、《会计核算软件

基本功能规范》、《商品化会计核算软

件评审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制度，是

修订《规范》的基础，应当做好吸收、

借鉴、协调工作，及时废止不适用的制

度，调整和修订相互冲突的办法和规

范，为制定信息化条件下的会计基础工

作规范创造必要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环境。另一方面，要把握好与其他会计

信息化相关制度的关系协调问题，发挥

会计基础工作作为全面推进会计信息

化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全面信息化从量

变到质变的飞跃。

[ 本文系财政部2011年会计重点研究课

题《会计基础工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财政厅会计

管理局　　中国铁路物资哈尔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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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47页）并购过程的复杂性、高

风险以及并购风险隐蔽性等特点，导致了

并购活动的失败率较高，因此对并购过

程中的风险进行管理和防范是十分必要

的。并购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有估价、并购

协议、资金等方面。如何对被并购方进行

正确估价，以合理的价格来收购其资产，

保证企业所签订的并购协议不存法律漏

洞，以及并购资金的充裕性是并购顺利

进行的关键。其中资金风险是并购过程中

的主要风险，也是最有可能导致并购失

败的风险。而我国大多数国企的负债比例

较高，不良资产多，因此在并购过程中应

巧妙运用技巧，减少现金支出，可以选择

合适的融资途径来解决资本运营环节的

大量资金需求，即使少数有条件以自有资

金购并的国企也应考虑适度融资，以实现

资本结构的最优化，降低收购资金成本。

4.并购后积极整合，加速改善生产

管理

并购完成后，对生产要素的整合是

极其重要的。整合的内容包括人才、管

理、生产、文化等方面。首先，应解决人

才流失问题。人才构成了公司经营的主

体，并购公司一方面要保证能够控制被

并购方的运作，同时又要使被并购方原

有人才有足够发挥自己才干的空间。其

次，应尽快形成有效的管理制度，将双方

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进行组合，避免

出现管理漏洞。再次，要尽快恢复被并

购方的生产活动。因为生产是公司获得

收入的主要来源。生产要素的整合确实

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它还涉及到在

被并购方形成一个有效的团队和企业文

化等问题，只有妥善解决好这些问题才

能使并购实现“1+1＞2”的效果。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

院/中国内部控制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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