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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的深化，对会计管理要求越来越高，会计

工作不仅要及时地、正确地记录、计算、反映企业经济活

动的情况，更应进一步在事先、事中、事后分析、考核企

业的财务状况，包括资金来源与运用情况，经营收支和

盈亏的情况，以便及时发现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的问题，

分析其原因，提出改进的建议，提高经济效益。要完成

上述任务，需建立起强有力的企业有问题信息反馈系

统，要做到能在事先、事中及时准确地反映问题，需要借

助计算机这一现代化手段。本文就如何利用计算机建

立企业流动资金运行中有问题信息反馈系统，阐述一些

看法和做法，供商榷。

一、企业流动资金有问题信息反馈系统的构成

其构成分成两个子系统，一是商品资金运行有问题

信息反馈子系统，一是结算资金运行有问题信息反馈系

统。（见图一）

二、利用计算机建立企业流动资金有问题信息反馈

系统的实现

1.问题反馈报表的设置

图一所示表明，该系统从商品的保本利期、商品的

储存量（额）、商品运输在途、委托银行收款挂帐部分、待

决应收款挂帐部分，这几方面整理取得流动资金有问题

信息，而这些方面的内容都分散在会计核算信息资料之

中，需进行必要的归集整理，为此，首先应设立下列反馈

表式：

1）超过保本（利）期商品明细情况表（见表一）；

2）超过保本储存量（额）商品明细情况表（见表二）；

3）低于周转库存商品明细情况表（见表三）；

4）逾期运输在途商品明细情况表（见表四）；

5）逾期委托银行收款明细情况反馈表（见表五）；

6）待决应收款明细情况反馈表（见表六①②）；

7）不正常应收款明细情况反馈表（见表七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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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超过保本（利）期商品明细情况表

  报告期：19××年××月 ××日  金额单位：元

说明：单价为移动加权平均单价，报告期为最后一次入帐时间，（3）=（1）×（2），（7）= [报告日期-（4）]-（5），

（8）= [报告日期-（4）]-（6）。

表二、超过保本储存量（额）商品明细情况表

  类别：××××  报告日期：19××年 ××月 ××日  金额单位：元

说明：本表分类分表输出，最后分类合计；报告日期、单价计算方法同表一；（3）=（1）×（2），（7）=（4）×（5），（8）

=（4）×（6），（9）=（2）-（7），（10）=（3）-（8）。

表三、低于周转库存商品明细情况表

  类别：××××  报告日期：19××年 ××月 ××日  金额单位：元

说明：本表分类分表输出，最后分类合计；报告期与单位计算方法同上表。进货周期天数由人机对话输入；（3）=
（1）×（2），（7）=（4）×（5），（8）=（4）×（6），（9）=（7）-（2），（10）=（8）-（3）。

表四、逾期在途商品明细情况表

  报告期余额：××××元  报告日期：19××年 ××月 ××日  金额单位：元

说明：报告期余额为帐面全部在途余额（下同），在

途超过天数下限= 报告期-付款日期，超过天数通过人

机对话自定输入；已过天数= 报告期-付款日期，付款

日期以美式日期形式输出（即月/日/年形式），单价为进

价，（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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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逾期委托银行收款明细情况反馈表

  报告期余额：××××元  报告期：19 ××年 ××

月 ××日  金额单位：元

  超过××天未回笼单位明细情况

说明：报告期和超过天数通过人机对话自定输入；

已过天数= 报告日期-托收日期。

表六（1） 待决应收款明细情况反馈表

  报告期余额：××××元  报告期：19 ××年 ××月 ×

×日  金额单位：元

  超过×××天未处理待决应收款明细情况

说明：报告期和超过天数通过人机对话自定输入；

已过天数= 报告期-拒付日期。

表六（2） 待决应收款汇总情况反馈表

  报告日期：19××年××月 ××日  金额单位：元

说明：表六（1）和表六（2）连续输出，拒付原因可根

据业务发生需要编码自定。

表七（1） 不正常收款明细情况反馈表

  报告期余额：××××元  报告期：19 ××年 ×

×月 ××日  金额单位：元

  挂帐超过×××天应收款明细情况

说明：超过天数通过人机对话自定输入；已过日期

= 报告期-挂帐日期。

表七（2） 不正常应收款按经手人汇总表

  报告期：19××年××月 ××日  金额单位：元

挂帐超过×××天应收款汇总情况

说明：表七（1）与表七（2）连续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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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问题反馈报表内容资料的取得

1）表一资料取得

移动加权平均单价：计算机在对原始凭证进行逐笔

登帐时，按下列公式计算得到：

期初数是指本笔凭证登帐前的库存数，用计算机进

行商品帐处理后，每笔帐都按平均单价结出库存金额和

成本金额。

每批进货商品的保本（利）期天数：在每批商品进货

（调入）凭证输入时，按下列公式计算得到：

商品储存保本（利）期天数=

每批商品进货时进价为已知数，售价将以前同种商

品的售价自动取得代入公式；若是新品种，以企业核定

售价代入公式；运费采用人机对话输入，可根据具体情

况分摊。固定费用率，目标利润率，日保管费用率按商

品体积、重量、售价大致相同的“同类商品”的历史资料

测定取得，它们都相对固定，采用半年或一年测算调整

一次，存入计算机中，计算时自动取出代入公式。税率、

日利息率，根据有关部门的变动及时调整存入计算机

内。每批商品进货时，计算机自动判别归属类别，代入

公式计算存入输出。

同种商品分批进货，在发生销售（调出）时，减少的

数量、金额，适用“先进先出”的原则。

在输出表一时，以（7）项或（8）项大于零为条件即便

得到表一。

2）表二资料的取得

单价、库存数量、库存金额、保本期天数的取得与表

一同。

日平均销售量为以季度为期限的移动日平均销售

量，即：

日平均销售额= 移动平均单价 ×日平均销售量

在输出表二时，以（9）项或（10）项大于或等于零为

条件输出即可得到表二。

3）表三资料取得

与表二相同指标名称的数据取得与表二同。

进货周期天数的输入，是在计算该表前，计算机显

示要求自定输入，可以是 15 天、30 天、40 天……，输入

后计算机自动计算，以（9）项或（10）项大于等于零为条

件打印输出。

4）表四资料的取得

计算机在处理在途商品帐时，与商品明细帐同步进

行，建立平行式帐本，采用自动抽单的方法，自行抽单转

销，对于已转销的帐项，在该数据文件中自动删除，留下

的是挂帐部分。在输出该表前，先取出在途未转销增加

部分，按对方单位排序，然后要求输入超过天数的下限，

最后以已过天数大于等于超过天数的下限为条件打印

输出。

5）表五资料的取得

计算机建立平行式委托银行收款帐，采用自行抽单

转销的方法。取数过程、输出条件与表四基本相同。

6）表六（1）与表七（1）资料的取得

计算机建立平行式帐本，采用自行抽单的转销方

法。取数过程、输出条件与表四、五基本相同。

7）表六（2）资料的取得

拒付原因采用二位数编码，可编 100 个原因词组，

各原因词组自行建立存入计算机中，在输入拒付凭证

时，要求输入拒付原因代码，由计算机自动译成中文，每

笔拒付凭证都注明了原因。输出表六（2）前，在输出表

六（1）的文件中按拒付原因排序汇总，然后输出表六

（2）。

8）表七（2）资料的取得

经手人采用四位数编码，可编 1 万人，本单位的职

工可按职工号存入计算机中（可直接从工资档案中取

得）。在输入凭证时，只要输入职工号，计算机自动译成

中文姓名。在输出表七（2）前，利用输出表七（1）的数据

文件，按经手人排序汇总输出。

本文介绍的内容和方法，已经过实际运用取得了较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实际使用中，各表所输出的栏目，不是一成不变

的，可根据需要自行增加或减少栏目。输出的条件也可

以改变，根据需要确定输出部分商品或部分单位，并且

部分反馈表可以合成一张表输出，如表一、二、三，可以

自行选择栏目将三张表合一输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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