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控制下 ，才能保 证其可靠性和 准确

性 ，才能预 防和减少会计电算化 系统

中的风险。

1
、 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的一般控

制。

一般控制是应 用控制的基础，它

为数据 处理提 供 了良好的处理环境。

笔者认 为 ，它主要是对电算化 系统中

组织 、操作、安全、开发等 系统运行环

境方 面 所进行的控制。
（ 1）组织控制。组织结构作为内部

控制的客观基础 ，其 变迁直接影响内

部控制的程序和方法。在信息技 术成

熟以前，组织结构一般为金字塔型。随

着信息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 企业开始

将决 策权下放到部门、 战略业务单位，

取 消 了一些中间管理部门并增加 其他

部门的控制范围 ，以 实现 组 织结构的

“扁平化”。组织控制的目的主要是减

少电算化部门的错误 及舞弊行为的可

能性。有一些内容在原理上同 手工 系

统的控制并没有太大区别，如 职责 分

工、适当 分权、职位轮换 等。组织控制

的基本原 则是不 相容的职 责由不 同的

人员或部门来承担 ，其主要内容可 分

为以下三个方 面，即：电算化部门 与 用

户部门的职责分离；电算化部门内部

的职责分离；业务授权。
（2）操作控制。为 了保证数据处理

的准确性和安全性，必 须制 定和执行

各种标 准的操作规程。例如建立 完备

的机房管理制度，明确哪些人能上机

操作，操作次序等 ；建立上机 日志记

录，上机 日志记录是计算机审计取证

的主要对象；等等。
（3）系统开 发与维护控制。 系统开

发控制是为了保 证会计信 息 系 统开 发

过程 中各项活 动的合 法性 和有效进行

而设计的控制。开 发 系统前，要进行有

效的可行性研 究，使 系统的每项 设 计

都能满足 企业的会计工作以 及 发展前

景的要求。系统 开发过程 中还要留下

审计线索，以保证日后 审计工 作的需

要。

（4）系统安全控 制。 系统安 全控制

是防止 影响 系统安 全的要素危 及 系统

的安全，发现 系统中的安全问题，并解

决这些问题使 系统恢复正常所采取的

措施。系统安全控制 包括以下内容：系

统硬件、软件安全控制；数据资源安全

控制；建立 系统入侵防范控制。

（5）内部审计。从系统开发到 日常

运行的各个阶段，都离不开内部审计。

在 系统 开发阶段 ，内部审计人员不 仅

要参与 开 发，指 出现存控 制措施的不

足 ，并提出改进意见，还要对开发工作

本身进行审核和评价。据此，内部审计

人员既可 对 系统的开 发过程 进行监督

和审查，还有助 于他 们 了解 电算化 系

统内部控制的各个方 面。在电算化 系

统的 日 常运行阶段 ，内部审计人员还

要检 查电算化部门的各项 规章是否符

合整个企业的基本政策和规 定，同时，

他们还应 负责对业务处理、记录保存、

报告 产 生和环境安全及相 关的控 制进

行评价和验证，并利 用 计算机的辅助

功 能对计算机程 序进行测试，以检验

业务处理过程是否正确可靠。

2、 会计电算化信息系统的应 用控

制。

会计信息 系统的应 用控制是 为适

应会计处理的特殊要求而建立的控制

措施， 包括三个方 面的内容 ： 输入控

制、 处理控制和输出控制。

（ 1 ）输入控制。输入控制 用以 确保

以 下 几 方 面的合法性 、 准确性和 完整

性 ：①经济业 务在由计算机处理之前

经过适 当的批 准；②经 济业务没有被

遗漏、添加 、重复或不正 当地更换 ；③

经 济业 务被 准确转换 为机 器可读的形

式并记录在数据 文件中；④拒绝、改正

不适 当的经济业务，必 要时，及时采取

补救措施。

（2）处理控制。处理控制的目标是

确保数据处理过程的正确性、 可靠性，

包括处理正确性控 制、 数据一致 性控

制、预留审计线索控制等。处理控制 用

于确保 ： ①经济业 务由 计算机 准确地

处理；②经 济业 务没有丢 失或不 恰 当

地增加 和 改动；③计算机处理的错误

被 及时地 鉴别并改正。

（3）输出控制。输出控制的主要任

务是对各种输出要求实行接触限制，以

防止 未经授权的人擅 自盗 用 系统资源。

应用软件应对各种输出要求进行权限设

置， 未经授权，计算机拒绝执行其输出

要求。此外，数据输出的结果要及时传

送给有权接收的人员或者部门。

（作者单位：中行广 西区 分行

  广 西柳州高新区财政局）

责任 编辑  刘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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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乡镇企业财务管理

存在问题的一 些思考

伊丽娜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我国 乡镇企业也得到 了较快

发展，但 同 时 乡镇 企业在财务管理上

也暴露 出诸多问题 ，制 约了其进一步

发展。笔者认 为，这些问题可以 归纳如

下 ：

1
、资金筹集困难，运营质量偏低。

银行等金融机构 为防范金融 风险 ， 通

常不 愿货款 给 规模小、 偿债能 力不 强

的中小 乡镇企业 ，因 而 许多乡镇企业

筹资时在取得 少量银行货款的基础上，

还采取 民间信货 等方式。但是，由 于社

会筹 资的成本高于银行货款，并且手

续不 完备，成 了许多纠纷的隐患。另一

方 面 ， 乡镇企业的资金运营状 况也不

甚理想。资金运行质量偏低 ，流动资金

周转缓慢 ，造成企业资金使 用 效益过

低 ，主要原因可归纳为 “三 多”，即产

成品 资金占 用 多、 愈期 债 务 多和 在途

资金多。

2、投 资决 策不科学。投 资决 策是

企业财务 管理的核心。而一些 乡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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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投 资决 策 系统 、 风险管理程 序几

乎为一片空白，由此也导致 了许 多企

业投 资规模偏 大（相对于企业本身能 力

而言），投 资失误率高。即使是许多成功

的 乡镇企业，在其初期 或中期，投 资导

向仍主要依 靠 管理者的主观 判断。在

市场经济尚 未完善的时期，管理者的经

验决断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投资决

策 系统的 空白 ， 但随着企业进一步发

展，决 策失误已成为 企业前进的障碍，

也使资金的有效周转大打折扣。

3、 资产管理没有规 范的制度。乡

镇企业的资产 管理主要 包括固 定资产

与流动资产 管理。 乡镇企业的固 定资

产 管理十分松散。许多固 定资产 处于

瘫痪状态，不 能产生效益。此 外，由于

产权 不 清， 乡镇企业资产流失十 分严

重，一些固 定资产 没有通过严 格的资

产评估和产权界定，在出 售后 其收益

大打折扣。并且很 多固 定资产 没有计

提折旧 ，常是后 来添补，这就为会计造

假提供 了可 乘之机。

在流动资产 管理上也存在若干问

题。首先，乡镇企业对现金管理传统上

有轻视倾向。具体表现在：一是 轻利

用。在现 金的使 用上，不讲求投放效

果，造成现金沉 淀、流失，不 及时追究

责任。有的企业盲目货款 ，使过多的现

金闲 置于 企业，导致 本已偏 高的资产

负债率进一步上升，加 大了筹资成本，

降低 了资金效益。二 是轻收据。主要是

指 乡镇企业入账的现金收付凭据不 实、

不 准、不 全，对收据作假现 象没有起到

监督作用。三是现金的“坐支”、“透支”

现 象极 为 严 重，不 但增加 了结算风险

与 费 用 ，而 且影响 企业的资信程度 与

会计核算质量。其次，应收账款的管理

也亟待加 强。调查显示，有的企业应收

款和其他 应收款合计占资产比 例竟高

达 26%。再次，在存货管理上没有有效

的措施。乡镇企业的存货管理往往 出

现 两 个极端。要 么存货过多，大量占 用

流 动资金；要 么存货跟不 上生产 与销

售的节奏，出现断层。这二者都是存货

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而 乡镇企业管

理层却常忽视这方 面的科学管理 ，没

有量化 企业生产销售的需求，导致采

购 员在采购中对采购数量与 时间 自主

空间过大，给 企业增加 不 必要的存货

成本。

针对以 上问题，笔者认为，可 采取

以 下措施：一是着力于提高企业领 导

的 管理 水平和财 务人 员 的 业 务素质 ；

二是科学地运 用资金，保 证资金的良

性循环 ，加 强投 资决 策分析；三是抓好

企业成本管理，不 断降低 产品成本；四

是规 范现金管理，重视资产评估，加 强

应收账款的回 收；五是通过设 置 多元

财务管理机构、 明确财务管理的岗位

及各 机构和 岗位的职责等方式，建立

完善财 务管理的组织体 系；六是制 定

新的分析制度，建立 完善的激励机制，

将职 工 利益与 企业效益挂钩，多 劳 多

得，同时在利润 分配上应合理 兼顾 股

东权益与 企业的自 身积 累。

（作者单位： 北京大 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  崔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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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保险公司次级债

融资的对策

许敏敏  唐清峰

保 险 公 司次 级债，是指 保 险 公 司

经批准定向募集的、期限在5年以上（含

5年），本金和利息的清偿顺序列于保 单

责任 和其他 负债之后 、 先于保 险 公 司

股权资本的保险公 司债务。目前，我国

保 险 公 司 发行次 级债存在发行规模相

对较 大、 金融性 机构互持次 级债金额

较 大、债权人风险 较大等问题，笔者在

此 对完善我国保险 公 司次 级债融资提

几点建议。

1 、 合理控制次级债的发行量。无

论是从《巴塞尔协议》中对债券等附属

资本占 企业资本份额不得高于 50% 的

规定，还是从破产及代理成本来看，保

险 公 司 发行债券筹 集资金都不是没有

限量的。在《巴塞尔协议》中规定：内

部融资、股权融资、现有股东增资等非

债券融 资方式所筹 集到的核 心 资本总

额是保 险 公 司发行债券量的上限。从

破 产和 代理成本来看，当债券所产 生

的税收屏 蔽现值同债券导致的破 产和

代理成本现值相 等时的债券发行量是

其应 当 发行的最大值。因此 ，保 险 公 司

应 当合理控制次级债的发行量。

2、合理控制金融 系统风险。商业

银行与保 险 公 司之间在相互持有次 级

债的问题上，要持慎重的态度。我国商

业银行发行次 级债是为了达到《巴塞

尔协议》中 8% 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而

保险 公 司发行次级债也是 为了提 高其

偿付能 力，但是这种互相持有的做 法

会加 大金融体 系内的风险。为 了金融

系统的稳健，就必 须 谨慎对待商业银

行与保 险 公 司之间互相持 有对方融资

性债券的现 象，合理控 制金融 系 统风

险。

3、 加 强监管。由于目前国内保险

公 司 发行次 级债 采用的是私 募形 式，

根据规 定，招 募说明 书和其他信息披

露文件不得在媒体上公 开刊登或者 变

相公开刊登，由此 ，不 仅 缺 少 了各种媒

体的监督 ，也剥夺了投保人、被保 险

人、 受益人及保 单持有人等利益相关

者的监督权。由 于保 险 业 发展稳 定与

否在一定程度上 关 系到经济、社会的

稳定，同 时保 险公 司的经营情况也直

接 关 系到利益相 关者到期能否顺利得

到保 险公 司的经济赔 偿或者保险 金给

付，因此，应 当加 强利益相关者特别是

监管者对保险 公 司发行次 级债的监督 ，

尤其要加 强信息披露的监管，以增加

保险市场的透明度。
（作者单位：北京工 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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