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压力，又有动力，形成纵向承包，横向互保，条块

结合，纵横连锁，互相协调的目标责任制体系，把各

项具体措施真正落实到整改工作过程之中。对个人来

说，要树立起高度责任心和自觉性，尽力尽责，根据

对策表中措施，将措施化为行动，全面整改，确保既

定目标如期实现。

第三阶段- C-检查阶段

第六步：对照检查

该步骤是把落实措施、全面整改后的实际结果与

预期目标对比，看是否达到目标，还存在什么问题，

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教训有哪些.在达标工作中，要

对照标准和目标，检查漏项是否补全？不规范不符合

制度的作法是否纠正？等等。总之，通过检查，应搞

清哪些工作已经达标，哪些工作尚需完善。需注意的

是，此时的检查是单位自查，个人自验。检查形式，

既可以单位会审，也可以个人 互查，还可以指定专人

考核。该步骤实质上是对落实整改措施 后的 自我模拟

验收。

第四阶段- A-处理阶段

第七步：总结经验教训，纳入标准

经过自我检验以后，要把达标工作中 成功的经验

肯定下来，并合并到有关岗位守则中，以便在今后工

作中贯彻执行。对存在的问题，要 记录在案，防止重

蹈覆辙。同时，要分清责任，奖惩兑 现，维护管理工

作的严肃性。

第八步：处理遗留问题

对在本次循环中没能解决的问题 或 遇 到 的新问

题，要找出原因，作为下一循环的目标，转入下一循

环处理。这样，本次循环的第八步和下 次循 环的 第

一步相连接，从而形成 一个封闭的 P D C A 循 环管理

体系。

经过以上四个阶段 八 个 步 骤，就完 成 了 一 次

P D C A 循环。会计达标工作经过 该循环 之后，纠正

整改了一系列问题，在C阶段（即检查阶段）自 检 基

础之上，如果认为会计工作已“达标”，就可以申请主管

部门或财政部门验收。若验收尚未 “达标”，要 继续循

环，直到达标。若验收“达标”，以后的任务是在巩

固 “达标”成果基础上，把“升 三 级”作 为目标计

划，进行下一个循环。如此循环，每经过一次循环，

就解决一批问题，工作水 平就提 高 一 步，上一个台

阶。我认为：只要会计“达标升级”工作按此法坚持

不懈循环，就一定能既保证质量，防止“滑坡”，又

保证进度，从而真正实现会计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

现代化。

问题讨论
也谈记帐

凭证的 “附件”

张光后

读了 《财务与会计》 1989年第11期邓南湘同志的

《对记帐凭证中附件的浅见》 ，深受启发。的确，在

当前对记帐凭证附件张数的确定，争论较多，除该文涉

及到的 “部分”与 “全部”之争外，还有 “有”“无”

附件之争。

所谓“有” “无” 附件，是指部分 转帐凭证所附

原始凭证的张数可有可无。例如：待摊或预提某项费

用，更正或补充原有记帐凭证，调整一级科目所 属明

细科目（串户情况下）等。部分人认为上述情况下可

以采用无原始凭证的记帐凭证。其理由：一是在摘要

栏中已有简要说明无需重复；二是在无原始凭证的情

况下也能反映该项经济业务的全貌；
笔者认为，所有的记帐凭证都应附原始依据，并

计列附件张数，其理由如下：

第一，能真实反映经济业务的内 容。对于象预提

与待摊、 材料成本差异之类的 经济事项，必须完整、

清晰地反映。即使是在有些人认为很明白的情况下，

也要有自制的非常详细的原始凭证为依据，以 防随意

预提、摊销和分配，确保核算真实。

第二，能明确反映经济 业 务的 内 容。对于象更

正、补充、调整之类的记帐凭证，可以从原有记帐凭

证的数量、金额、时间、凭证号 码、更正补充或调整

的原因几个方面自己设计一张原始依据。这样就会使

人一看就明白，不会产生模糊观念。

第三，有利于查帐对帐的顺利进行。在没有原始

依据的情况下，仅仅从摘要的说明中 往往很难搞清该

笔经济业务的来龙去脉，特别是象 更正跨月、跨年的

记帐凭证。如果不说明更正的 原因，原有记录的情

况，就会给查帐对帐工作带来较大的麻烦。
第四，有利于加强会计监督。有些企业和财会人

员，为了小集体或个人的利益，往往利用无附件的记

帐凭证作假帐，干违反财经纪律的事，给国家造成很

大的经济损失。如果采取健全原始凭证的办法，就会

及时预防和堵塞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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