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围。固定资产核算使用计算机后，固定资产的增减变

化，以及提取折旧、大修、查询、统计、编制明细表等都由

计算机完成。该岗位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参与技术改

造，加强专项工程的管理上来。重新定岗为：技改决策

兼固定资产核算，主要负责技术改造方面的财务决策。

二、电算化给我厂财务工作带来的变化。

1.参与经营决策的职能得到加强。过去，由于没有

专司决策会计的岗位，会计人员与经营决策无缘，即便

是参与了，也只是上边要什么数，就给报什么数，工作较

被动。现在，有了专门的岗位，制订了明确的责任制和

作业计划，采用 PD C A 的现代管理方法，将财务管理渗

透到各项活动的全过程，使财会工作在决策中发挥了事

前预测、计划、控制、监督的作用。

如 1990年初，在确定年度生产计划及经营目标时，

我们通过深入了解，测算出由于原棉提价，职工调资等

因素将使成本增高2 971万元。于是，及时向厂部提交了

1990年财务指标测算及增收节支措施的报告，厂部采

纳了我们的建议，及时采取了单项承包等一系列措施，

从而保证了该年全面和超额完成各项经济指标。

1990 年下半年，由于棉花短缺，我厂原料出现断

档。我们会同计销处通过市场调研和效益测算，建议厂

部将片梭织机改织双幅 63”人棉细布，厂部采纳了我们

的建议，从而避免了原料断档造成的停车损失。

我们还在组织销售收入和技术改造方面充分发挥

了财务部门的参谋、监督、控制作用，较好地保证了货款

的回收和技术改造工程的投资效益。

2.推行了责任会计，加强了内部控制。过去，厂内

各车间之间的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等均实行供给制，

按计划调拨不考核，致使车间里积压浪废现象较严重。

现在我们推行了责任会计，充分发挥厂内银行的控

制职能，把厂内各项经济活动由过去的供给制改为买卖

制，从而强化了控制作用。分清了各自的经济责任。

3.加强会计监督，形成内部审计体系。过去，由于

没有专职的审计人员，内部审计流于形式。现在厂里设

立了内部审计委员会，建立了监察审计办公室，配置了

专职的内部审计人员，制订了内部审计制度，对企业购、

产、销等经济活动定期进行财务审计，做到报表不经审

计不出门，承包不经审计不兑现，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起

到了把关与保驾作用。

电算化以后，我们还对会计岗位实行了轮换制度，

使会计人员在多个岗位上得到锻炼，从而掌握较全面的

业务知识，避免固定岗位所容易产生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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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般企业所采用的

微机帐务处理系统，对凭证输

入过程中的科目串户问 题解

决得均不太理想。笔者就此问

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探索，设

计出了一套较完整的编码控

制系统，即“双码、双轨”制。从

我厂的实际应用情况看，科目

编码与科目审核码相结合的

控制方式，效果比较理想。

一般说来，发生科目串户

有两种情况：一是总帐科目之

间串户，二是明细科目之间串

户。其串户的原因一是由于操

作人员看错或输错编码而引

起的，即为“人机界面”的输入

性错误，发生的情况一般都是

由相邻或相近的科目间发生

串户，如：将总帐科目代码 143

看成 145，或将科目代码 501

输成 502 等等；二是由做凭证

人员写错编码而引起的，一般

明细科目之间错码发生比较

频繁；三是做凭证人员盖错科目章或盖章模糊不清，以

及业务处理不妥而发生的串户现象。因此，要解决科目

串户问题，应做到两个正确性，一是“人机界面”输入的

正确性，二是做凭证人员编制科目编码的正确性。要做

到这两个正确性，就有必要实行“双码、双轨”制。所谓

“双码”，是指在设置科目编码的同时，还须设置科目的

审核码，在凭证输入过程中，将科目编码和科目的审核

码同时输入，由微机自动进行编码的正确性检验；所谓

“双轨”，是指两种编码产生于不同渠道，科目编码由做

凭证人员产生，审核码由负责审核人员产生，两者间相

互牵制。实行“双码、双轨”制后，可用审核码对科目编

码及“人机界面”输入的正确性进行审核和控制，从而及

时发现差错，防止科目串户。

“双码、双轨”制有如下几个特点：（1）谁做凭证谁负

责编会计科目分录和科目编码，审核人员负责编审核码

（审核码在每笔业务的金额后面添写）；（2）无科目编码

的凭证，由出纳员退回凭证编制人员，无审核码的由操

作人员退回给审核人员；（3）在科目代码库中，审核码与

科目编码之间一一对应，每个最低级科目既有自己的科

目编码，又有自己固定的审核码；（4）操作人员输入凭证

时，微机自动检验科目编码和审核码与代码库中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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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码是否一致，如两码所对应的明细业务不一致，则

微机记帐无法通过。操作人员就将凭证退回给审核人

员，由审核人员负责全面检查核对。

采用“双码、双轨”制的编码控制方式，其一，完善了

科目代码化体系，防止了单一编码及输入时存在的弊

病，两码之间互相约束，相互保证，起到了双保险的作

用。其二，建立了科目代码化体系中的审核环节，防止

了科目串户，确保了“人机界面”的正确可靠，为甩掉手

工记帐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法规介绍

财政部、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部分大中型骨干企业

补充流动资金问题的通知

（91）财工字第 459 号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发〔1991〕25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通知》，缓解企业

流动资金紧张的矛盾，现就部分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补充流动资金问题，通知如下：

一、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通知》中“补充一些企业的自有流动资金”的规定，国家

决定在“八五”期间，对部分国营大中型工交企业实行按销售收入 1%提取补充流动资金的办法。各地区、各部门要严

格按照本通知下达的企业名单执行（见附件）。

二、这批企业按销售收入 1%提取补充流动资金，原则上不调整承包基数。对因提取补充流动资金使企业工资下

降幅度较大的企业，应按企业隶属关系，中央企业由财政部商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地方企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商经委（计经委、生产委），可给予适当照顾。

三、这批企业按销售收入 1%提取补充的流动资金，在企业销售收入中列支，作增加企业国拨流动资金处理。

四、这批企业如经国家特殊批准，实行其他办法补充流动资金的，不得同时执行按销售收入 1%提取补充流动资

金办法。

五、这批企业按销售收入 1%提取补充流动资金，从 1991年 7 月 1 日起至 1996 年 6 月 30日期间执行。在此期

间，如有的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占定额流动资金的比重达到 45%时，应立即停止执行按销售收入 1%提取补充流动资

金办法。

六、上海市、天津市纺织局、冶金局按销售收入 1%提取补充流动资金，应按国务院生产委《关于印发十八个“双

保”企业集团（局）所属企业名单的通知》所列的“双保”企业名单执行。

七、全国国营工交企业（包括实行按销售收入 1%提取补充流动资金的大中型工交企业），均应认真执行国家现

行有关企业补充流动资金的政策规定。（1）新建企业或项目，必须按有关规定把铺底流动资金列入工程概算，不给投

产后的正常生产经营留下资金缺口；（2）企业因中央、省、直辖市统一定价的商品物资调价引起的库存物资升值，要
严格按规定调增流动资金；（3）企业要严格按企业留利的 10—15%补充流动资金。

八、各级财政、经委（计经委、生产委）、银行和企业主管部门，接到本通知后，要抓紧落实，积极帮助企业切实加

强流动资金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按销售收入 1 % 提取补充流动资金的企业名单（略）

1991 年 9 月 23 日

关于国营工业企业在大检查

中查出的违纪问题的会计处理

在 1991年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中查出的违法违纪问题，国营工业企业应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根据财政部（90）财会字第 031 号文件规定，应作如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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