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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单位把计算机引

入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如何解决科目设置及编码

问题，数据输入与帐表输

出问题，会计档案与会计

信息存贮问题等等，本文

结合我单位的一些做法，

谈一点看法，供参考。

一、科目设置及科目

编码的建立

合理的科目设置及编

码，既要有利于反映本单

位的经济活动情况，有利

于组织预测和决策，又要

便于主管部门加以汇总和

分析利用，便于财务工作

的不断改 进 和 提 高。目

前，科研单位正处在由科

研生产型向科研生产经营

管理型转变的阶段，作为

反映和监督科研生产活动

和预算执行过程及结果的

科研单位会计也正经历着

重大变革。传统的作法和

经验不再适合新形势的要

求，而新的会计制度尚未

建立，因此，科目设置与

科目编码的合理与否将直

接影响到科研单位会计电

算化程序的适用性和生命

力。我们的做法是：

1.按照本单位资金占用的不同形 态和资金来源的

不同渠道，除根据《 科研单位会 计制度》 设置三十三

个科目外，又增 设 了 “专用基 金 支出”、“收益分

配” 、 “预提费用”、 “材料采购” 、 “材料价格差

异” 等五个科目，以满足单位核算工作的需要。

2.对特殊科目作必要的调整。所谓特殊科目是指

不适应计算机的要求，需作必要调整的科目。这类科

目主要是 “应付及暂存款”、 “应收及暂付款”。它

们的算核对象是单位之间或单位内 部的往来款项，手

工记帐时，多以单位名称或人员姓名作为二级科目进

行核算，二级科目 多，业 务 量 少，打印输出费时费

纸，不适应计算机的要求。为消除 这一弊端，两帐做

了如下调整。 “应付及暂存款”按单位内部业务、外

部业务、其它业务三项设置二级科目；“应收及暂付

款”按单位设置二级科目，手工核算时设置的各二级

科目按相应关系分别转为其下的三级科目。
3.综合平衡，统筹安排。每一科目 核算对象各不

相同，核算范围大小不一，因此要按照主管部门的要

求和本单位核算工作的需要进行平衡，以确定总体设

置的容量。我们一级科目的容量为 9 9 9 ，目的在于

配合《 科研单位会计制度》 的贯彻 执行；二级科目容

量为 9 9 9 9，目的是对每一个二级科目进行性质或

单位类别的划分，以适应多种方式采 摘数据的需要；

三级科目为 9 9，目的是进行多栏分析和核算，以及

反映个别三级科目的总体情况。

4.科目编码的建立。一级科目编码按照《 科研单

位会计制度》 建立，如“事业费支出”为411，“现金”

676，“事业收入”301等等。对于会计制度中没有设

置而核算需要的科目按其性质设置，如“专用基金支

出”为415等。二级科目的容量是四 位数，设置时，前

两位是二级科目的单位或性质类别，后两位是二级科

目在该类别下的排列 顺 序号。三 级科目的 容量是两

位，设置时按前后顺序从01- 9 9 排列，其中，作为

多栏分析的三级科目容量为10个，只能从 01-10排列。

为保证输入的正确性，每一科目 还必须设置校验

码。由于校验码设置有固定公式，这里不再详述。

二、数据的输入与校验。

1.输入设计，我们做了如下尝试。

（ 1）表格式输入。进入输入 模块，记帐凭证自

动显示在屏幕上，其中制单日期由系统直 接定义。操

作人员可以按照填写记帐凭证的顺序 直接填写。

（ 2）凭证号自动累加与手工输入 相结合。凭证

号自动累加是每送完一张凭证，凭证号自动加 1 ，优

点是避免制单过程中凭证号的 遗漏或出错，适用于纯

粹的计算机处理。手工输入凭证号是 为了保证计算机

与手工制单的凭证号相一致而设计的。

（ 3）摘要的拼音首部输入。凭证制作过程中，

输入速度最慢的是摘要。为提高 摘要输入速度，我们

建立了会计 业 务词组字 典，采用拼音首部的方式输

入。会计业务词组字典 主要 由人 名、地名、单位名

称、科目名称以及本单位经常发生的 业务术语组成。

会计词组字典建立后，可使摘要输入速度加快 3- 5

倍。

（4）会计编码显示输入与会计 编码直接输入相

结合。在科目设 置的 基 础上，我 们设置了一级、二

级、三级科目显示程序。伴随着输入过程自动显示，

供操作人员选择.这种输入方法为初始从事操作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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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人员提供了方便，但人等机器，不便于输入速度的

提高。为此，我们还设制了会计编码直 接输入程序供

操作人员选择。

（ 5）运用加法器，完成凭证制作过程中简易加

减运算。制作凭证时，对于一定程度的加减运算，如

果由算盘完成，不仅会影响 输入速度，而且有碍于会

计电算工作的外貌。对此，我们设计了加法器，可供

数据输入时选择作用。

（ 6）凭证内部签字处理。为避免打印出的记帐

凭证出现签字混乱的现象，我们给 每一需审核签字的

人员设计了工作密码，设计了机内签字处理程序。操

作员输入数据时，把自己的工作密码送入机内，随着

凭证的打印输出，工作人员姓名自动显示在制单位置

上。

2.输入校验设计。校验设计是保 证输入数据正确

性的关键。设计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了平衡校验、

动态校验、静态校验三种方法。

（ 1）平衡校验。我们采取了二次输入法——总

帐、明细帐 分 别 输 入。通过二帐定期核对，找出总

帐、明细帐不相符的科目，及时调整。

（ 2）静态校验。输入数据后，利用显示数据库

内容，对错误数据进行修改或增删。

（ 3）动态校验。输入过程中，对输入的科目编

号进行运算，求出校验码，和设置的校验码核对，〓

现不符，显示修改。

三、输出设计

由于报表要求与上级规定格式相符，这里不加叙

述， 重点是怎样合理组织帐册、分析资料的输出。

1.输出方式的选择。信息输出有 两种方式，即屏

幕显示输出及打印输出。需要转 送、上报、保存的资

料，如帐册、报表及其它部门需要的定期或不定期的

资料，打印输出。大量备查信息，保 存在计算机内，

需要时随时查询由屏幕显示输出。

2.输出版面设计。输出版面 主要按手工帐设置，

包括三栏式，多 栏 式 等。另 外，对于“应付及暂存

款”、 “应收及暂付款”二个特殊科目，在不违背会

计制度，不影响财会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对往来帐户

作了适当的归并和调整。月末，按照往 来款项所设置

的二级科目，分别输出流水帐。

3.半页式输出与整页式输出相结合。由于各个帐

户业务发生量多少不一，为了节省纸张，对月业务发

生量在10笔以下的帐户半页输出，月平均 业务量10笔

以上的整页输出。日记帐和多栏式帐无论业务量多少

都整页输出。

4.帐户打印自动换页。由于绝 大多数帐册或资料

是月底一次输出，采用自动换页方式就可把月底繁重

的输出工作大大简化。

四、数据档案管理

这里介绍的数据档案管理是应计算 机快速查找历

史数据产生的。它包括凭证，总帐、明细帐帐本存贮

及调出等等。具体做法如下：

月末，运行档案管理程序，把数据存 入软盘。同

时，形成一个包括时间、盘片号、文件名在内的档案

文件，使之常住帐务处理模块中。这样，要 查找历史

数据（本月除外），只要在档案文件的驱动下，查出盘

片号和文件名，把该 盘片装入 驱动器，即可找到相应数

据。事实上，档案管理有很多内容，这里不再详述。

（作者单位：建筑材料科学 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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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日子，

是在算盘上

蹦跳着度过的。

这算珠打磨过的日 子，

没有虚假的锈蚀，

没有谎言的渍斑……

这噼 啪脆响的日子哟，

象金子一样闪光。

我的日子，

是在笔尖上

悄悄滴 落的。

这笔铧耕耘过的日子，

犁去了混乱的板结，

犁去了浪费的荒芜……

这披荆斩棘的日子哟，

滋长着效益的葱绿。

我的日 子，

是用数字串起来，

摊在帐 表的 谷场上，

让真诚和道德烤晒 过的。

没有一个因失真而干瘪，

没有一个因含私 而酸涩……

这血 汗洗涤过的日子哟，

象谷穗一样丰盈，

象宝石一样鲜亮。

我的日子，

是经过法规 审计的；

我的日 子，

是经过原 则制度复核 的。

我的每一个

从数海字山 中

漂泊跋 涉过来的日 子哟，

都被历 史烙 着

两个醒 目的 大字：“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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