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我方已付， 银行未付）， 逐 笔 输出四 份清单， 并

提供调整后平衡的公式：

这一方法使出纳人员摆脱了大量枯 燥 的 重 复劳

动， 提高 工效 1 0多倍。（ 2）为暂 存、暂付、待处理

等帐项提供自动销帐程序， 并逐 笔 输出未冲销部分往

来帐目。 为了增加可靠性， 在冲销时提供了原 支（或

存入）款凭单的查对， 如冲销凭 单记 录 的内容与支款

（存款）时不符，计算 机就显示 “禁止输入” 字样，从

而提高了冲帐的准确率。
四、充分利用计算机优势

1 ，充分发挥计算机 信 息处理能力强的优势， 扩展

经费支出 节级科目， 增加 可 供 分析的数据量。预算内

经费支出会计 科目由115个扩展到366个，控制单位由

手工操作时的50个 增 加到 1 17个， 使 可 供分析的数据

量山5，750个增加 到42，822个， 相 当原 来的7.44倍。

考虑到今后高等教育事 业的发展， 计算机对 会 计科目

的容量留有充分发展余地。预算外部分，能 输出各种

帐簿24种， 各种报表23种， 提供可供分析用的 数据达

6 万多个，比手工操作效率 提 高了 6 倍。从各个角度

反映了我校预算外资金活动的全貌。

2.预算内资金输出采用以科目为序 和以 单位为序

两套经费支出明细帐。 以单位为序 的 帐目可以分送给

各有关单位， 为 各单位的管理提 供了方便， 并为进一

步开发 、 联网 、 人才成本核算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3.经费支出既能提供实际支出数， 也 能提供银行

支出数。山于能够既按科目、 又按单 位提 供银行支出

数， 从而完善了各级预算指标的控制系统。

五、近期设想

第一、二期工程主要解决了会计核 算电算化的问

题，为财务管理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 础，给我们开始

第三期工程的研制、开发工作创造了条件。

由于考虑到目前高校财务管理的水平和基础、现

行规章制度的限制和第三期工程 经过努力后实现的可

能性，我们打算从比较低的起点，一点一滴做起。近

期内从财务管理角度计划先做以下几件事：

1.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第一、二期 工程。目前已有

30余所高校采用了我们研制的C F A S系统，而且这个

数字还在不 断扩 大。由 于 该 系 统还在不断完善、提

高，因此我们计划按照用户的要求，建立“版本”制

度， 以便使广大用户不断地同时得到完善和提高。

2.财会人员的职责除管理监督外，另一项重要内

容是搞好服务，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广大师生员工服

务。我校700多个科研项目，涉及上千名课题负责人，

加强内部核算，简化手续，尽可能减少科研 人员的琐

碎事务，在实行计算机项目管理的基 础上，努力逐步

做到直接服务到人。

3.高等学校的活动是生产劳动能力 的活动，这些

活动同样要耗费社会劳动和资金，同样有其预期的目

的与效果。从 “投入”与 “产出”的关系来 看，存在

着经济效益的考核问题。正确地核算人才成本是考核

教育投资效益、检验学校经济管理水平的基础。在逐

步推行固定资产有偿占用、完善材料消耗定 额等各项

管理措施的同时， 还要进行以下工作的试点：（1）

计算培养学生的实际成本；（2）计算培养学生的计

划成本；（ 3）逐步提高预算分配的科学性，变经验

预算为科学预算。

4.1986年 3 月我校已成立了以经济学院闵庆全教

授为首，由多方面教授专家参加的 “高 校经济效益指

标体系的建立及其电算化”科研组，这一工作 目前正

在积极进行中，力争在1987年底取得阶段成果。

基金前期收支合计

单位暂存月报

财会动态财会短讯

△由财政部财政科研所和山东 潍坊生建机械厂联

合研制开发的会计电算帐务处理系统和厂级成本汇总

系统两个程序，最近通过鉴定。该帐 务处理系统将记

帐凭证输入后，可 输出 科 目 汇 总表。日记帐，明细

帐，总帐，会计报表和企业内部管理报表；厂级成本

汇总系统将车间成本计算资料输 入后，可计算出产成

品的实际成本，输出成本报表和车间内部核算报表。

（何 生 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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