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输入设计中的技术问题：

由于采用一次输入法，不但要求操作人员在键入

数据时仔细认真，而且在程序设计上应 用以下措施来

保证其正确性：

（1）在输入数据的菜单最后用一个W A IT（等

待）语句给操作人员一个校对时间。

（ 2）在R E A D语句后面，检查固定资产代码、

资金来源代码、使用部门代码的合法性，检查固定资

产原值是否大于规定的下限，检查使用年限，折旧率

是否合法。
3。在输出明细帐和报表时，凡是金额等于零的最

好让其空位，这样的表格看起来比较清楚也符合财会

人员的习惯。

4.为了防止硬件、软件、操作失误等原因引起的

数据破坏现象，生数据库和增、减变动库在每次进行

增、减操作后应做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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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厂对计算 机的研究应用，是从1984年 3 月开始

的。走的是一条：模拟一分支应用—系统应用一最后

全面应用的 道路。最 初，我们 购进了一台PC～1500

型袖珍计算机，进 行研究应 用与探 讨。由于领导关

注，科技人员刻苦钻研，我们很快掌握了该机的基本

性能，并设计出了工资、成本等模拟程序，运行效果

良好。但由于PC～1500型计算机，内 存只有 8 K B，

只能实验，无法运行大程序。因此，我们又购买了BC

M ～Ⅲ 微型机进行第二步的研究 应 用——分支应用。
我们首先把PC～1500机内的成 本模拟程序经修改移

入了BCM ～Ⅲ 型机，用计算机计 算月成本。紧接着，

又根据成本的分配原 则，编制了日生产费用分品种支

出报表程序，根据厂内银行记载的各项日支出数量，

每天由计算机进行计算和编制报表，并视此为粗略的

日成本来跟踪生产。解决了过去因一个月核算一次成

本，不能及时发现生产中出现的异常问题而无法及时

控制调节的矛盾。为了形成成本系统，我们建立起了

纵向联系，在粗略的日成本的基础上，经累加和月终

盘点修正，形成了月成本，用类似方法形成了年度成

本，并编制了成本 分析程序。通过和计划对比，和历

史对比，和同期对比等，得出数量差与金额差，找出

造成成本异常的原因，及时指导有关部门控制调整，

选择最佳成本构成方案。

而后，我们又编制了目标预测程序，对年度或一

年内某个阶段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项经济指标，主要

是利润和成本指标进行预测。过去这项工作是靠人工

进行的，对于三十多种主要原材 料、十九种产成品来

说，还要考虑价格的波动因素，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

间。预测方案也难免限于一到两种。使用计算机进行

预测，解决了这些弊端。现在搞一次年度预测，只需

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计算打印出六 七 套 方

案。

接下来，我们还设计了各车间、部门的费用控制

程序。为了掌握全厂的费用情况，厂内银行每天把各

车间、各部门的费用发生额送给微机室，由计算机集

中处理，减轻了厂内银行每天计算的麻烦，扩大了报

表项目，保证了数据的完整性。操作员只要将当日费

用发生额送入计算机，马上就可以打印出费用消耗报

表，它包括各部门的日费用消耗额、计划额、月初或

年初以来的总累计消耗额、已支出额占计划额的百分

比，这样，各部门对自己的费用执行情况一目了然，

可以方便地掌握和控制各部门的费用支出，压缩不必

要的开支，节约消耗。

此外，我们还设计了一套总称为“工业企业会计

电算”应用软件，包括记帐、帐目处理、内部转帐、

月底结帐、事物处理、打印对帐清单，资金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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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终、年终决算报告和查询、资料收集等。同时开发

了材料管理系统、固定资产管理 系 统、生产管理系

统、销售管理系统等，全套软件已基本设计完毕，只

待进一步调试，近期内 将正式投入运行试验。

通过以上工作，我们体会到：实现财务会计电算

化，首先要求数据资料齐全，反映及时，内容准确，

科学合理。这就要求产生这些数据的各个环节，必须

有严格的规程。不但要有全部的瞬时值，还要有全部

的历史资料，以便于系统分析比 较。数据传送要按规

定程序进行，不健全的环节应 及时健全，这样才能保

证整个 系 统 的正 确与完整。同时还要注意与统计核

算、业务核算及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相衔接，数据要

能通用。其次要对财会人员进行计算机专业知识的培

训。因为，不了解计算机的性能，不懂计算机语言，

设计、应用软件是很难的。就会计专业来说，软件的

开发无疑要服务于会计信息系统，所有数据的处理原

则、模型和格式等，必须满足财务会计法规的要求。

只有培养和造就本企业自己的软件设计开发人员和使

用人员，才能避免那种由于委托外单位全套设计，对

于随机出现的新情况自己无力修改程序，因而影响工

作正常进行的现象发生。

目前我们正在对财务电算系统进一步修改完善，

力争早日调试成功投入运行。在“七五”期间，我们

将在研究生产过程控制和其它管理应用的同时，仍拿

出一定的力量，继续从事财务应 用的研究。1987年，

可以通过放置多终端的方式，基本上实现会计系统全

部微机化，为实现全部办公微机化奠定基础。

读者·作者·编者
“学 杂 费”的 提 法 不 妥

宋 梓 铭

《 财务与会议》 1986年第12期和1987年第 2 期刊

登了杨将龙、杨炜宣同志两篇有关中、小学会计事务

手续和收费表格的文章。我认为文章中的“学杂费”、

“学费”等提法不妥。

我国在五十年代即对中小学生免收学费，只收杂

费。这可从很多文件规定中找到证实。如：1955年教

育部、财政部颁发的《关于中小学杂费收支管理办法

的几点意见》 和1959年11月24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经费管理的意见》 的两

个文件中都指出，中小学收取的 杂费，应按预算外特

种资金办法管理. 不列入 国 家预算，由教育部门掌握

使用。1963年 2 月20日，财政部、教育部颁发的《关

于教育事业财务管理若干问 题的 决定》 中也明确规

定，对公办中小学杂费收支应按专项资金进行管理，

年终结余继续使用，不上交财政。据此，1986年 1 月

13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在六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草案）的说明中也指出，关于义务教

育阶段免收学费，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

也是目前世界各国实施义务教育所采取的一项共同政

策。我国在五十年代即对中小学免 收 学费，只收杂

费。后来，由于“十年动乱”在教育行政管理上造成

的混乱，又使用“学杂费”的提法，是应予纠正的。
至于学生本人学习、生活需要的，如书籍、讲义

费、练习本费、寄宿生的水电 费、学 生食 堂厨工费

等，是属学校代收代管性质，学 校按代管经费处理，

与杂费的收支应严格划分开。
对中小学学生的杂费收支，财政部和教育部曾多

次重申，必须加强管理，并明确规定由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按照会计制度统一印刷中小学杂费收据，编号发

给学校使用。学校指定专人负责杂费 的 收 支 管理工

作，并做到收费有专人，检查有凭证，使用有计划。
各学校的收费存根与帐簿必须妥善保管，按照会计凭

证、帐簿保管规定保存和移交。上级财政、教育部门

要进行督促检查，防止乱收乱支和贪污挪用等情况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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