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安全性。
（1）防火墙（Firew all）：是建立在企业内部网（Intranet）

和外部网络接口处的访问控制系统，它对跨越网络边界的

信息进行过滤，目的在于防范来自外部的非法访问、又不影

响正常工作，从而为企业设立了一道电子屏障。防火墙可能

是纯软件、纯硬件或软硬结合的产品，大体上可分为两大

类：一 类基于包过滤（Packet Filter），通常直接转发报文，它

对用户完全透明，速度较快；另一类基于代理服务（Proxy

Service），需要代理服务器建立连接，它可以有更强的身份

验证和日志功能。
（2）加密技术（密钥技术）：数据加密技术对网络服务及

开放性影响较小，是保护信息通过公共网络传输和防止电

子窃听的首选方法。现代加密技术分为对称加密（专用密

钥，private key）和非对称加密（公开密钥，public key）两大

类。对称加密法是最传统的方式，其特点是关联双方共享一

把专用密钥进行加密和解密运算，专用密钥法面临的最大

难题是密钥网上分发的安全性问题。非对称加密法1976年

问世，它将密钥一分为二，即一把公钥和一把私钥，具有加

密钥不同于解密钥 、 并且在计算上不能由加密钥推出解密

钥的特点，有效解决 了密钥分发的管理问题，特别适合计算

机网络的应用环境。譬如总公司可以对下属企业公开其“密

钥对”中的公钥，下属企业可以用公钥对上报的报表信息加

密，安全地传送给总公司，然后由总公司用其保留的私钥进

行解密。目前在网络信息传输中，往往组合使用专用密钥法

和公开密钥法，以充分利用各种方法的优点。
（3）数字签名：在 In ternet环境下，电子符号代替了会计

数据，磁介质代替了纸介质，财务数据流动过程中的签字盖

章等传统手段将完全改变，为验证对方身份、保证数据完整

性，在计算机通信中采用数字签名这一安全控制手段。基于

数字签名还可建立不可否认机制，也就是说，只要用户或应

用程序已执行某一动作，就不能否认其行动。
数字签名是上述公开密钥密码技术的另一类应用。它

的主要方式如：会计信息的披露方从信息文本中通过一种

信息摘要算法产生一固定长度（如128位）的摘要值，用自己

的私钥对摘要值加密，来形成披露方的数字签名，连同原文

一起发出；关联方首先用同样的摘要算法对报文计算摘要

值，接着再用披露方一同发来的公钥对数字签名解密，如果

两个摘要值相同，证明信息在发送途中未被篡改，而且报文

确实来自所称的披露方。财务系统中远程处理时可用数字

签名技术代替签字盖章的传统确认手段，当然这得是在国

家有相应的财务制度许可的条件下。
（4）安全协议：安全协议是一组规则，详细说明报文如

何“伪装”以保证它们的安全。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安全协议

主要有：安全套接口字层协议（SSL）、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

（S—H T TP）、安全电子交易规范（SE T）等。

譬如，安全套接口字层协议SSL由N etscape开发，依赖于

两大技术：非对称加密法进行加密和数字ID 证书进行认证。
SSL已被包入进了大多数商业W eb服务器中，且被大多数浏

览器支持。它运行在传输层，因此应用程序可在其上运行。
为了用SSL，W eb服务器必须运行在安全传输端口（通常是

443），安全U R L以https：//开始，而不是http：//。

迄今互联网的安全问题并未得到彻底、完美的解决，世

界各国都在加紧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我国。尤其要注意

加强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加解密算法、软硬件安全产

品。
（作者单位 ：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

责任编辑  王教 育

建议·动态对现行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

改进的三点建议

杨家穆

一 、购 进货物 时 ，不 论是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还 是普通发

票，均采用价税 分 离方法核算存货成本。对于普通发票中不能

抵扣的增值税记入“管理费用”科目。对改 变用途的存货，其进

项税 额转出时，亦记入“管理 费用”科目。
二 、将“应 交税金——应交增值税”明细科目升格为“增值

税”一级 科目 ，下设“待扣税金”三 栏式明 细 账和“进项 税 额”、

“减免税款”、“出 口 抵 减内销产品 应 纳税 额”、“转出 未交增值

税”、“销项税额”、“进项税 额 转出”、“出 口 退税”等多栏 式明细

账。当企业取得专用发票，但材料尚未入库或商品 尚未付款

时，借记“增值税——待扣税金”科目；材料入库或商品 付款时

再结转到“进项税额”专栏。期末，比较多栏式明细账借方专栏

合计数和贷方专栏合计数，若借方专栏合计数大于贷方专栏

合计数，表示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结转到下期继 续抵扣；若

借方专栏 合计数 小 于贷方专栏合计数 ，则为本期应 交增值税 ，

通过“转出未交增值税”专栏转出。即借记“增值税——转出未

交增值税”科目，贷记“应交税金——未交增值税”科目。“应交

税金——未交增值税”科目 贷方表示 转入的 未交增值税，借方

表示企业已交的增值税，不再区分税款的时间界限。
三、在编制资产负债表时，将“增值税”科目期末借方余额

列入“其他 流动资产”项 目 ，将“应 交税金”科目期末贷方余额

列入“未交税金”项 目。
（作者单位：丰都县国家税务局）

责任编辑  温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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