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行核算的同时，另外按公司内部管理设立的事业部

和职能部门即各个责任部门进行责任会计核算。在责

任会计核算过程中，与一级核算基本达成了数据共享，

核算一致，从而避免出现分散和监控弱化的问题。
1994 年到 1997 年采用的“双轨制”的责任会计核算模

式，从公司整体的角度来看，公司的所有资产集中在一

本账上，公司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开户运作资金，提高了

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新的经营模式下的探索

1997 年集团公司实施全面整合，国内外资产进行

了重组。这时集团按业务的类别划分为几个公司，而

这些公司在一个地方经营运作又是以地方公司的身份

开展。按业务类别划分的公司负责经营，对市场、对业

绩负责；按地方划分的公司负责创造作业环境，并实施

总体的管理和监控功能。公司形成了按六大块业务主

体，纵横管理的模式，这是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的一种有

效的管理体制。会计核算模式如何进一步优化、完善，

以适应大型企业的经营管理，摆在了联想人的面前。

重组前责任会计核算只是在集团总部实施，重组后要

在多个地方实施。在会计核算上要满足这种管理要

求，双轨制是难以实现的。另外，双轨制重复劳动的弊

端也越来越明显。所以，研究实施单轨制责任会计核

算模式以代替双轨制责任会计核算模式成为必然。

二、集团经营下的单轨制责任会计核算模式

单轨制责任会计核算模式是指将按国家会计准则

和制度要求设置的会计科目与按公司内部管理要求设

置的核算项目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运用计算机进行程

序化处理的一种核算方式。在编制对外报表时，按国

家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要求提供相关信息，按公司内

部管理要求编制的内部管理报表则由内外两部分信息

构成，生成内部报表。
为内部会计核算增加的科目主要有：

资产类：内部银行存款、内部银行贷款、内部应收

款、下拨经费、内购商品差价；负债类：内部银行结算 、

内部银行借款、拨入经费、内部应付款、内部交易税、预

提风险准备；权益类：内部上年（本年）利润、内部发展

基金；损益类：内销收入、内销成本、内购成本差价、内

部划转费用、风险准备。

所有科目的二级均按部门设立，因为银行户头没

有下分，属于公司所有，所以用“内部银行结算”过渡到

按部门设立的 “内部银行存款” 户下。“内部上年利

润”、“内部本年利润”用于核算由于内部核算和按国家

要求核算的会计年度不一致以及利润的含义不一致的

差异。内部损益的核算程序为：第一步按会计准则和

会计制度的要求计算出利润总额；第二步是在此基础

上加“分进利润”，减“分出利润”，加“期初递延毛利”，

减“期末递延毛利”；第三步是在第二步基础上再减去

“内部削价准备”、“内部坏账准备”和“内部预提折让”，

最终求出责任利润。
对内部利润的考核，其收入按“收付实现制”计算。

没有收到款的收入而实现的利润称之为“递延毛利”，

在对部门利润考核时是要减掉的。这样就明确了收款

的责任，也就是说只有收到货款后才可计算业绩，其好

处是强化了销售部门和销售人员的收款意识和力度，

减少了因部门领导的变更而造成的新人不理旧账的问

题，加速了收账速度。此外，还实行严格的内部削价准

备金和坏账准备金制度，存货超过三个月到半年时提

足准备，各月按不同的比例计提，使内部利润考核非常

稳健。内部坏账准备金做法和内部削价准备基本相

同，只是在计提的比例上有所不同。

在具体操作上，通过不同的颜色区别内外不同凭

证，内部核算凭证仅供企业内部管理使用，外部审计时

不必审阅。内部核算除享有对外报表的会计科目所提

供的全部数据外，还通过内部会计科目提供数据的加

工处理，为企业经营决策、业绩考核提供数据支持。通

过内外科目的不同编号，实现其在生成对外报表时内

部数据与外部数据相分离，做到两个不同目的的核算

有机结合。

联想现行的会计核算模式并非联想多年来对会计

核算方面探索的终结，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

变化，联想人又开始了新的探索。目前正计划着把会

计核算计算机系统与其它企业管理计算机系统融为一

体，实现管理方式新的突破和管理效率的进一步提

高。

财会动态
著名会计学家杨纪琬教授逝世

〔本刊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

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原中央常委，财政部会计司原司长、顾问，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首任会长，著名会计学家，博

士生导师杨纪琬教授于 1999 年 2 月 6 日下午

4 时 50 分，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 82

岁。对杨老的逝世，本刊全体编采人员表示深

切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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