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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推动我国会计

电算化事业发展之我见

王景新

把电子计算机应用到会计工作中去，实现会计数据

处理的电算化，在国际上一些科学技术发达、管理比较

先进的国家已经相当普遍。但在我国却起步较晚，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经过十多年来的

实践，到目前为止，在应用的规模和财会软件的水平方

面，都达到了相当水准。但是，发展极不平衡，沿海省市

应用计算机的企业单位多于内地各省市；大中型企业单

位应用计算机的多于中小型企业；原中央直属企业应用

计算机的多于地方企业。在软件水平方面，也是如此。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会计工作的电算化，今后应当区别

情况，分别对待，采取不同的措施，提高整体应用水平，

扩大应用范围，改变我国会计数据处理技术的长期落后

面貌。

一、对那些已成功地甩掉了手工帐，单靠计算机独

立运行的企业单位，首先应当合理组建承担计算机运行

的组织机构，把程序的设计与维护，数据的采集和管理，

设备的运行操作等项任务，按内部牵制原则，合理分工，

建立和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内部控制，不断改进和提高

软件水平，保证数据质量，增进计算机处理数据的效能。

其次，应把因计算机应用代替手工劳动而节省下来的财

会人员，充实到财务管理岗位。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充分利用计算机提供的及时准确的数据，搞好内部

银行、质量成本、责任会计等项核算和管理工作，加强资

金、成本、利润、质量的管理和控制。最后，要建立相应

组织，充分利用电子计算机有效的数据处理功能，建立

决策支持系统，为企业领导机构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决策支持系统是进入 20世纪 70年代以后，在国际

上出现的为企业上层领导决策提供支持的一种系统。

它是在日常管理信息处理的基础上，将大量的管理信

息，以某种适当的结构存入计算机，建成数据库；同时，

以运筹学原理为基础，运用线性规划、回归分析、动态分

析、量本利分析和其它数学方法，生成寻求综合利用人、

财、物最佳方案的各种优选方法，以数学子程序的方式

存入计算机，建成方法库；并把各种决策模型以功能模

块形式存入计算机，建成模型库。上述三库再加上灵活

方便的用户接口，构成决策支持系统。在企业生产经营

活动过程中，运用系统中的数据、方法和模型，测算出表

明未来发展的各种详细数据，为企业领导决策提供科学

依据。建立决策支持系统，是目前已甩帐单位所直接面

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要真正发挥计算机代替手工记帐

的作用，这一步必须尽快跨出。

二、对那些已经把计算机应用到会计工作中，并已

建成了会计信息系统，但由于种种原因，手工帐始终没

有甩掉，长期手工操作与计算机处理并行运行的企业单

位，要认真分析原因，积极采取措施，尽快摆脱被动的局

面。目前影响这些单位甩帐的原因，不外来自两个方

面：一是由于各级财会主管和财会人员对应用计算机尚

有疑虑，担心计算机用于财会工作中在安全、保密、准

确、可靠等方面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不敢

甩掉手工帐。显然，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因为目前我国

财会软件开发技术在这些有顾虑的问题上都可以解决，

只要系统通过鉴定或评审和领导机关的审查批准，在硬

件配置、软件功能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的要求，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而且一些已经甩掉手工

操作单位的实践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为了解除这些

疑虑，可组织有关人员到已经甩掉手工帐的单位参观，

以及对本单位已建立的会计信息系统的各项功能进行

深入的了解，组织各种数据进行测试和考验，以消除那

些不必要的顾虑。另一方面，由于硬件不稳定，软件有

缺陷，管理制度有漏洞，在试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这样

那样的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甩掉手工操作

的，否则会造成极大的被动。这一点我们应有足够的认

识。必须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对硬件进行维护和调

整，对软件进行改进和提高。并进一步进行测试、鉴定

或评审，只有在硬件、软件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切实符合

国家有关规定，才能甩掉手工帐，投入计算机单轨运行。

对这些尚未甩帐的单位，目前最要紧的是要做好上述两

个方面的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甩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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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那些计算机只在局部财会工作中得到应用，

模块功能不完整，模块与模块之间不能自动交换数据，

许多环节还要靠穿插一些手工操作才能完成核算任务

的企业单位有的可以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补充设计缺

少的功能模块，安排好各个模块的接口，实现模块之间

的数据交换，形成完全自动化的会计数据处理系统，充

分发挥计算机在会计数据处理中的强有力的功能。对

那些由于编码、数据结构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各个模块

很难统一起来的，应当推倒重来，重新设计完整的会计

信息系统，再投入使用。这类企业单位最大的困难是技

术上的，所直接面临的任务是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电算信

息系统。这是该类企业单位争取甩帐的前提条件。

总之，我国会计电算化实践的时间还不长，发展也

不平衡，处于各种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组织，要针对自

己的实际情况，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进一步推动会计

电算化水平的提高和发展，改变我国会计操作技术的落

后面貌，发挥会计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应有作用。

财会动态

财会短讯

△由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组织开发的 X X Cw 通用

工业企业财会核算系统（网络），于 12 月 7 日通过了总

后生产管理部的鉴定。该系统由帐务系统、报表系统、

固定资产、销售及工资核算五个子系统组成，适用于多

种网络和单机，较好地实现了系统数据共享和操作的并

发控制。由于该系统在网络运行中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和稳定性，并在国内首次采用跨月记帐和费用按需要灵

活汇总等技术，得到了有关专家的肯定。

（本刊通讯员）

△由著名会计专家潘序伦和邹韬奋早年合作创办

的上海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最近渡过了她的 50 岁生

日。该社以出版“立信会计丛书”、“立信财经丛书”、“上

海财经大学丛书”和精印会计帐册、凭证等饮誉全国。

（朱肖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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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 样使摘要
输入更快速、正确的

和树茂  邹本诰  成海林

在计算机会计信息系统中，如何正确、快速地输入

凭证摘要一直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为此，我们在会计

软件开发的不断实践中，摸索出一种较为实用的解决方

法。

以往最简单的办法是利用计算机（如浪潮 0500系

列）本身所具有的联想、造词功能，建立财会专业词组

库，便可实现大量摘要的输入，但这种方法输入摘要仍

然不能算是“很快”，尤其在机器“联想”功能意外失效，

或词组库中无所需词组而又不能退出（运行系统）重造

词组时，这种输入方法显然不能算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首先和开发单位的会计人员一起对凭证

摘要进行了收集、整理和提炼，并编码存入数据文件中，

输入摘要时只要键入该摘要编码即可。这种方法的特

点是索引关键字具有“唯一性”，且编程容易，输入高效，

迅速。但顺序码无助记性，财会人员必须熟悉摘要编

码，这在同时存在科目编码的情况下，势必加重了软件

使用人员的工作负担。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研制了“组合编码”，就是根据

汉语拼音字母将摘要分为 26 类，再将每一类用数字按

顺序编码。

输入摘要时，首先键入该摘要第一个汉字拼音的第

一个字母（即第一索引字），系统则自动在屏幕末两行显

示所有摘要以供选择（每次六条，空回车继续显示）。找

到后，键入摘要前的标号（即第二索引字）即可。将摘要

分为 26 个部分查找时间显然要少得多。

如能熟记摘要编码，则无需按空回车翻页查找，不

管屏幕有无显示，都可直接输入。如摘要库中无所需摘

要，也无需退出系统即可进行追加；如第一索引字输入

有错，键入指定键可重新输入；如摘要已翻页又记不住

该摘要号，则可再键入某指定键，重新查找。

经编程实践和使用，采用这种“双码组合”输入摘要

方便、快捷。无需使用人员记忆大量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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