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 IS，开发 M IS 中通用的模块，不能通用的部

分，可通过开发 M IS 生成器完成。

4. 研究计算机代理记帐系统。财政部 1994

年 6 月发布了《代理记帐管理暂行办法》，从制

度上保证了代理记帐的合法性。随着我国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小企业越来越多，企业对

代理记帐的认识和要求也逐渐增多，现在大部

分为手工代理记帐，弊病很多，这就为计算机代

理记帐创造了条件，应该加以引导和发展。

5. 加快会计软件销售及售后服务机构的

建设。在发展商品化会计软件研制单位的同时，

注重发展专门的会计软件销售与服务机构，例

如，软件商店、软件廊、软件连锁店等，降低软件

制造商各自发展代理的成本，为新的软件制造

商创造市场条件，同时，更要发展软件售后服务

机构，使用户能放心大胆地用好会计软件。

6. 加强会计软件行业的自身保护，保证其

有序发展。会计软件行业是一个新行业，娇嫩而

经不起打击和互相残杀，现在国内会计软件制

造商已很多，“洋枪洋炮”也开始进入我国市场，

竞争很激烈。发展离不开竞争，但竞争必须是正

当的，有序的，有章可循的。会计软件商应该联

合起来，有序发展，共同为发展我国的会计电算

化事业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  秦中艮

电算财会

财 务状况 变动 表

自动 生成设计的构 想

邓 平  韩 玫

以通用财务会计软件为主体的会计电算

化，随着在企业中的推广而日臻完善，对提高企

业财务会计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促进企业

管理现代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

企业财务会计软件中的报表系统在帐表一体化

方面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无法自动由帐户取

数编制企业财务状况变动表，使帐表一体化的

会计软件开发大大打了折扣。本文就此问题的

软件设计作些探讨。

一、问题产生的原因

财务状况变动表是反映一定时期流动资金

来源和运用情况以及各项流动资金的增减变化

结果的一个按年度编制的财务主报表。该报表

分为左右两部分，左边反映流动资金的来源及

其运用情况，右边反映各项流动资金增减变化

结果，左右两边通过流动资金增加净额确立平

衡关系。

右边项目即流动资金增减变化结果项目，

既可以直接根据年终资产负债表中流动资产和

流动负债项目的期末余额与期初余额之差直接

填列，也可以根据有关帐户的余额或发生额直

接填列，比较容易取数。而左边项目即流动资金

的来源及其运用情况各项目的取数却比较困

难，它与编制其它报表有很大不同。资产负债表

和损益表的项目数据一般来源于对应的总帐或

明细帐本期发生额、发生净额以及期末余额，而

流动资金来源及运用情况项目数据来源是从某

些总帐或明细帐的会计记录中分析得来的。比

如“固定资产清理收入（减清理费用）”项目，反

映企业年度内清理固定资产发生的变价收入、

出售固定资产的价款收入以及因固定资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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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向过失人或保险公司收回的赔偿款扣除清理

费用后的净额，本项目应根据“固定资产清理”

科目分析填列，而不是简单地由“固定资产清

理”科目本期发生额填列。这种根据相关科目分

析填列的要求有别于一般财务会计软件设计的

基本原则：为满足报表的自动生成，报表上的每

个项目应能在各级会计科目中找到，这些项目

可以直接对应一个或多个完整的会计科目，但

不应该出现一个报表项目产生于一个科目的部

分内容。这是造成目前报表系统在报表一体化

下不能自动生成财务状况变动表的根本原因。

二、影响流动资金增减变动的经济业务

财务状况变动表左边项目之所以需要分析

填列，是因为不是所有的经济业务都影响企业

流动资金的增加或减少。我们可以把经济业务

按对流动资金的影响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仅涉及流动性项目的经济业务。这类经

济业务仅使流动资金内部构成发生变化，并不

影响流动资金净额的增减，如收回应收帐款，支

付应付税金等等，在编制财务状况变动表的流

动资金来源和运用时不予考虑。

（2）仅涉及非流动性项目的经济业务。这一

类经济业务按理也不影响流动资金变动，但有

些业务，比如发行公司债券换取固定资产，发行

股票换取无形资产等等，反映了企业投资和筹

资过程，是企业重要的财务活动，可以理解为流

动资金同时增加或减少，故在编制财务状况变

动表时，对这一类经济业务中的部分业务应予

以反映。

（3）同时涉及流动性项目和非流动性项目

的经济业务。这类经济业务将直接影响到流动

资金的增加或减少，故是编制财务状况变动表

的主要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两类，即经营性业务

和非经营性业务。经营性业务主要是记录商品

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以及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发

生的费用、损益和营业外收支。由于这部分业务

发生量很大，且业务性质相同，没有必要逐笔反

映其对流动资金增减的影响，故财务状况变动

表采用了总括方式反映这部分业务的影响。具

体是在本年利润基础上，考虑到有些非流动性

项目的费用和营业外收支并不影响流动资金净

额的增加或减少，对此作一些调整。调整项目包

括各种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出售或清理固定

资产的营业外支出净额、公司债券发行或投资

的溢价或折价摊销等。非经营性业务如固定资

产购建、出售、废弃清理，无形资产取得和出售，

长期投资的投出和收回，长期借款的借入和偿

还，股本的增加和收兑，利润分配等等。这些业

务大都反映了企业筹资和投资活动，对它们需

要逐项分析填列。

综上分析，除了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科目

以及经营性业务涉及的损益科目外，我们把可

能影响企业流动资金净额增减的相关会计科目

列示如下：（1）资产类：长期投资、固定资产、累

计折旧、固定资产清理、在建工程、无形资产、递

延资产；（2）负债类：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

应付款；（3）所有者权益类：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本年利润、利润分配；（4）

损益类：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之所以称这

些科目是可能影响，是因为：第一这些科目有时

也反映流动性项目的业务和经营性业务。如快

到期的长期借款，在资产负债表中列为流动负

债；流动资产的意外无法赔偿的损失，虽记入营

业外支出，但仍属经营性业务记录；第二涉及非

流动性项目的经济业务也只是部分反映筹资业

务和投资业务。这给电算化系统自动识别相关

经济业务造成困难，但是这些科目在会计科目

表的排列上都集中在每类科目的尾部，又为电

算化系统识别这些科目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基本设计思想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的基本设计思想是：首

先将影响流动资金净额增加或减少的会计记录

通过识别码同其他会计记录区分开来，再考虑

如何取数编制财务状况变动表。具体如下：

（1）关于识别码编码的设计。为了便于报表

系统自动取数和填列，对识别码的编码可以考

虑与该记录在未来财务状况变动表的表元位置

来设定，由于所讨论的表元均在财务状况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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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第二列，故编码可省缺列位，仅以行位来编

号。比如增加长期负债表元在 12 行，那么增加

长期借款的会计记录的识别码为“12”；收回长

期投资的表元在第 13 行，那么收回长期投资时

的会计记录的识别码为“13”。有必要说明的是：

识别码只对应表元位置的项目内容，与相关科

目不存在唯一固定关系。比如借款时长期借款

对应识别码为“12”，而增发公司债券也是增加

长期负债，其应付债券记录的识别码也为“12”。

（2）识别码赋值方式。识别码赋值方式可有

两种方式：一是由电算化系统自动赋值，二是系

统操作员人工赋值。当然从自动化角度讲，自动

赋值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由于

相关科目对流动资金增减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加上会计实务中，同类经济业务使用的会

计科目数并不都相同，比如支付公司债券利息，

不同的发行价格其帐务处理的科目有区别，故

由电算化系统自动赋值将因判断条件复杂而难

以一一实现。采用 人工赋值后，为避免将来漏取

相关会计记录，可以根据输入的会计记录中的

相关科目，由电算化系统作必要提示，即凡涉及

前面所列科目的会计记录，若识别码为省缺状

态，由系统提示确认输入与否。为适应这种输入

方式，应在现有的记帐凭证上增设一个识别码

项目，以便系统操作员输入。

（3）系统自动取数方式。编表取数方式也有

两种选择，一是直接从现有接受会计记录的凭

证文件中，对全年会计记录逐条搜寻相关会计

记录，再经过 计算填列；二是建立一个工作文

件，在会计记录输入凭证文件时，根据识别码识

别相关会计记录，并送存该工作文件中，年终对

此文件按识别码索引求和，便可直接取数填列。

比较而言，第一种方式将因搜寻相关会计记录

而严重影响编表速度，第二种方式虽重复占用

一个工作文件的空间，但相关会计记录与其他

会计记录相比，毕竟是少数，可大大提高编表速

度，故是一种以少量空间换取编表高效的 可取

方式。

责任 编辑  刘志新

读者  作者  编者

“多借多贷”是允许 的

读者高明亮问：借 贷记帐 法下，编制会计分录

是 否只能“一借一贷”、“一借多 贷”、“一 贷多借”，而 不

能“多借多贷”？

编者：一般说 来，企业根据每笔经济业务编制会

计 分录，多是“一借 一贷”、“一借 多贷”、“一贷多借”形

式。但一些特殊的经济业务，涉及多个借方和贷方会计

科目，这样就 可以 编制一笔“多借多贷”会计分录，无须

将 其人为地分割成“一借 一贷”、“（或“一借多贷”“一贷

多 借”）形式。否则，看似会计科目 对应明确，实际 并不

确切。因 为 那是人为造成的，且 割裂了业务内容的完整

性 和内在联 系。需指 出的是，允 许“多借多贷”是针对一

笔经济业务来说的，切不 可 为 了简化工作，将不同的经

济业务合成一笔“多借多贷”会计分录。

责任编辑  宋军玲

读者  作者  编者
被 没收 的 财 物损 失、

支付 各 项 税 收 的 滞纳金

和罚款的 会计处 理

读者童静波问：企业发生 了被 没收 财产损失、

支付税收 滞纳金和罚款 业务时，如 何作会计处理？

编者“企业发生了被没收 财产 损失、支付税 收 滞

纳金和罚款业务时，借记“营业外支出”科目，贷记“银

行存款”等科目。由 于财务制度规定这部分支出只能在

交纳所得税 后的利润中列支，所以 在计算交纳所得税

时，这部分支出应从利润中调整 出 来，但 不需作帐务处

理。例如 企业支付税 收 滞纳金和罚款 10 万 元，本年实

现利润 190 万 元。

则：借：营业外支出 100 000

贷：银行存款 100 000

交纳所得税时：

应纳税所得额 = 190+ 10 = 200（万元）

应交所得税 = 200 ×33% = 66（万元）

责任编辑  宋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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