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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凭证的

电子化与规范化 庄明来薰

毅姗 !

会计信息化研究者通常从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个方面

探讨信息技术如何为会计带来增值信息 两者固然可 以并驾

齐驱
∀

但我 国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驻足

于财务会计的研究
,

并借助信息技术的科学处理来保证会计

信息的真实与可靠
。

计算机系统
“

输入是垃圾
,

输出也是垃

圾
”

的至理名言揭示了会计凭证规范化的重要性
∀

因此 总

结# ∃ 多年来我国会计核算软件输入 口的规定与不足
,

进一步

探讨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的完全电子化
,

并促使规范化控制

有效地嵌入会计软件之中
∀

就显得十分必要
。

一
、

电算化会计凭证的相关规定及存在的不足

% & ∋ & 年财政部发布了 《会计核算软件管理的几项规定

(试行 ! !!
,

对凭证输入提出三条要求
。

随着电算化的纵深发

展 财政部于 % & & ) 年发布了第 #∗ 号文件
,

包括 《会计 电算

化管理办法》
、

《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评审规则》和 《会计核

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等 + 个文件
∀

这些文件从会计核算软

件的评审
,

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的条件 会计数据的输入
、

处理
、

输出以及安全保密等方面对会计核算软件开发与应用

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
。

《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 !!( 以下简称 《功能规范!!!

根据计算机的特定工作环境对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的输入作

了详细的规定
。

在软件应具备初始化功能的规定中
∀

要求必

须定义 自动转账凭证
,

输入的记账凭证的格式和种类应当符

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
。

在拒绝接受错误输入方面 《功能规

范》要求对凭证的类别与编号的出错
』

对借方
、

贷方科目编

号与名称不相符
,

对借方
、

贷方金额不平衡
,

以及对机内原

始凭证与记账凭证的不一致等情况
,

软件应当拒绝接受
。

而

针对出错的修改
∀

《功能规范》则规定输入机内记账凭证一

经审核后软件不能提供修改功能 并要求软件应当分别提供

对输入
、

审核与修改功能的使用权限设置控制
。

当发现已审

核或登账的记账凭证有误时
,

应当采用红字冲销法或者补充

登记法进行更正
∀

不能采用不留痕迹的修改
。

同时 在原始

凭证正确性控制方面 《功能规范》对其项 目的齐全性
,

与

记账凭证一致性审核
,

以及其修改应符合的条件等也作了较

为详细的规定
。

可 以说
,

上述一系列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了会

计凭证输 入的正确性
,

进而保证了会计核算软件的开发质

量
。

但是也应 当看到
,

上述规定过分强调人对会计凭证的控

制
,

甚至连 自动生成的记账凭证也要求会计人员对其加 以审

核 这种将控制薰交由会计人员而非交由软件来完成的做

法 明显说明当时制度对会计的第一次确认与计量偏重于人

的控制
。

美国− . / .报告的重要前提之一便是在全社会统一财务

软件
。

但我国地域广阔
∀

企业经营千差万别 情况错综复杂
∀

这决定了我国在短期内难以在全社会推行统一财务软件
。

继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财务及企业管理软件分会于 % & &∋ 年 ∋月发

布 《财务软件数据接口标准 &∋ 一 ∃ ∃% 号!0 之后 # ∃ ∃ 1 年 % 月

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实施的

(( 信息技术会计核算软件数据接 口》国家标准
,

对记账凭证

的数据元素 (数据项 !加 以规范
∀

进一步保证了会计凭证接 口

的标准性
。

但如何使这一文件得以很好地贯彻实施
,

仍然存

在一些问题
。

随着企业资源计划 (23 4! 的深入应用
∀

((企业资源规划系

统 《〔3 4! 规范!!( 以下简称《23 4规范 !!! 基本框架于 #∃ ∃ + 年 %∃

月 % 日开始实施
∀

尽管它并不具有强制性
,

仅作为国家推荐

标准 但其出台对 当前我国的〔34 软件的开发与应用具有很

强的指导意义
。

尤其是 《〔日4规范》专门设置的
“

自动分录
”

功能模块 第一次 以功能模块的形式 出现在一个规范框架之

中
。

在其
“

5
∀

%∋ 自动分录
‘’

的基础设置一节中 列举了可

生成原始凭证的单据类型和生成记账凭证的科目设置 的种

类
∀

同时
∀

对记账凭证生成方式
、

审核和出错修改都作了不

同程度的规定
。

值得一提的是
,

在
“

5
∀

%∋ 自动分录
’‘

部分

中
,

该规范还对凭证的稽核管理提出了 + 种控制
6

一是
’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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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信息化
一 !  “ 吕∀“# ∃  飞 % 婀珍&

令讨∋馨纂(

由会计凭证反向追查各项文易单号资料
’‘ &

二是
“

对于已自

动开立凭证的变动单据予以记录
,

避免重复生成凭证
‘’

)

三是
”

生成凭证后 原始单据将无法修改 避免凭证与来源单据资

料不一致
” 。

以上 ∗ 种控制使记账凭证 自动生成进一步规范
。

虽然 我国现有的制度与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会计

凭证输入与自动生成的可靠性
,

但其对记账凭证填制与自动

生成仍然立足于人工完成
,

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手工会计模式

的案臼
。

笔者认为
,

由财政部专门出台一个关于会计凭证规

范输入的制度
+

对会计凭证批控制
、

校验控制
、

输入错误更

正
、

记账凭证的自动生成的范围与种类加以详细规定
,

实属

当务之急
。

二
、

原始凭证数据电子化及其输入 口控制

保证会计凭证输入数据质量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

一是

尽可能实现原始凭证电子化
)

二是利用信息技术规范记账凭

证输入
&

三是对登账前机内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的审查
。

当前
+

会计部门对记账凭证的输 出仍然采用纸介质与电

子介质并行的做法
。

相应地 记账凭证就有电子和纸质两套

相一致的会计数据
。

但原始凭证却并非如此
,

尽管 目前有部

分原始凭证可通过条形码等方式录入并存储于机内
,

但大部

分仍然 以纸介质的方式存在 这不仅仅是给会计档案的保管

带来了诸多的麻烦
,

更重要的是由于纸质原始凭证游离于机

外而使系统的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之间的监控难达高效
。

解

决的办法当然是尽早 实现原始凭证全部电子化
。

笔者认为
,

运用影像与扫描技术使原始凭证电子化
,

是一个切实可行的

做法
。

原始凭证的影像实时处理具体做法是 首先设置录入平

台
,

根据业务, 的大小 综合采用中高速扫描仪
、

平板扫描

仪
、

摄像等多种方式
+

将经过审核的纸质原始凭证存入机 内
。

当前纸质原始凭证不外乎两种形式
,

一种是由打印机直接打

印输出 另一种是由手写填列
。

对于第一种
,

可 以通过扫描

方式将凭证扫描并经过机内审核后存储于机内原始凭证库文

件之中
。

而对于后一种形式 也即手写填列的凭证
了

由于手

书笔迹难以正确地为计算机所识别 可采用摄像方式将每张

原始凭证拍摄并存入专用的目录文件之中
。

但采用这种拍摄

方式不利于记账凭证的自动生成
,

它毕竟只是一种权宜之

计
,

如果这类手书的凭证不是太多 也可以直接 由会计人员

通过键盘方式将其输入并在机内审核之后存入原始凭证库文

件之中
。

总之
,

尽可能将纸质原始凭证通过扫描或键盘输入

方式存入机内原始凭证库文件
,

为记账凭证的自动生成提供

直接的依据
。

另外
+

为了随时检查记账凭证与原始凭证的对

应 关系 检查原始凭证的顺序编号与分类编号是否连续
,

以

及是否存在重复录入等情况 有必要对录入对象设计一个

−或多个 .目录文件 分别设置记账凭证的对应号码
、

原始凭

证的顺序编号
、

分类编号
、

凭证名称 以及审核人的签章等字

段
。

特别提及的是
,

应当为原始凭证预先设计编号
。

通过该

编号可 以准确地说明凭证的使用情况 并能够提供一个通过

会计记录对业务进行追踪的审核踪迹
。

使用时
,

将原始凭证

编号事先分发给使用者并令其按顺序使用 同时
,

为原始凭

证编号建立一个摘要说 明库 对各原始凭证的经济业务作一

个记录 简单加以说明
,

这种目录式的记录与业务说明相对

应的做法
,

能够保证原始凭证的安全与完整
。

而在原始凭证

的保管方面
,

必须注意在任何时候 对原始凭证的使用都应

只限于那些经授权的人员
,

并对原始凭证库文件通过加锁方

式进一步保护
,

以保证原始凭证不受非法操作
。

逐步放弃纸质存放而尽可能将会计凭证存储于机内 是

今后会计信息化的努力方向
。

基于这一设想
,

先进行原始凭

证的扫描 −或影像 .处理
、

后进行记账凭证的填制的顺序不可

颠倒
。

当原始凭证经过影像处理或扫描审核后
,

记账凭证的

输入员可直接据以在机上填制记账凭证
,

这一做法可以保证

机内原始凭证与记账凭证的一致性
。

同时 也 为今后会计凭

证的无纸化操作手了卞基础
。

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原始

凭证的全部无纸化不难实现
,

进而为智能软件自动对各种会

计业务加以识别并生成记账凭证创造条件
。

从长远来看
,

交易集中控制是财务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

相关性的保证 而 目前的凭证集中与报表集中将逐步为交易

集中所替代
。

交易集中控制 旨在使物流
、

资金流和信息流
“

三

流合一
’‘

的基础上达到对会计信息的控制与使用
。

各种业务

与财务一体化的流程
+

凸显交易集中控制的作用
。

在此
,

记

录文易的原始凭证的电子化是文易集中控制的前提条件
,

离

开了原始凭证的电子化 文易集中控制也就无从谈起了
。

三
、

记账凭证规范化的基本思路

在会计信息系统中
,

作为会计信息雏形的账户记录 是

企业会计报告的信息源
。

而这一信息源又首先必须以记账凭

证作为其载体 正是账户与记账凭证的这种密不可分的依存

关系
,

决定了记账凭证的不可替代性
。

至今
,

无论是手工会

计还是 电算化会计
+

无论是国产软件还是外国软件
,

都十分

重视记账凭证的填制
、

录入
、

机内审核和自动生成
。

在信息

化条件下
,

记账凭证有手工填制与软件自动生成两种方式
。

一般地说
+

借助应用程序 自动生成的记账凭证越多
+

数据源

的可靠性就越强
。

换句话说
,

在软件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下

人为填制的记账凭证远不如软件自动生成来得可靠
。

正 因为

如此
,

记账凭证 自动生成一直是国内外软件开发商提高软件

质量的切入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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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凭证的设置对正确形成记账凭证至关重要
,

它根据

对企业经常发生的经济业务加以分析 在系统中存入这些常

用凭证的借方
、

贷方科 目 一旦通过某种标识 −例如输入标

准摘要等 . 系统便将该对应凭证的借贷方科 目显示在屏幕

上 并由输入员将金额等其他数据予以输入
,

这一做法虽然

只确认相应的会计要素而将计量 留给会计人员确定
,

但对规

范记账凭证起 了积极的作用
。

尽可能多地由软件自动生成记账凭证 固然是我们努力的

方向
,

但它毕竟不能一跳而就
。

当务之急 应当注重对手工

填制凭证的正确性进行控制
。

在一张记账凭证之中 最重要

的莫过于借贷科 目及其金额的确定
。

会计科 目固然有级别之

分 但其一级科 目因其直接影响会计要素而处最重要地位
。

有鉴于此 我 国一些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从其问世开始
,

便

根据一级科 目的对应关系设置 了
“

非法对应科 目
“

的控制
,

例如会计人员填制了一张
“

借累计折旧 贷坏账准备
”

的错

误凭证
+

如果使这一非法对应科 目的凭证进入机内记账凭证

库文件
,

所生成的会计报表必然失实
。

因此
,

应 当将那些非

法对应关系的会计分录拒之门外
。

我们可以根据当前国家会

计制度所公布的一级科 目
,

逐一查找每一科目与其他所有一

级科 目的非法对应关系
+

并将该确定结果存放于非法对应科

目文件之中
。

鉴于会计科目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
,

笔者认为
,

将确认后的非法对应科 目表列入 《45尸规范.. 或 −−会计核算

软件基本功能规范》等文件之中
+

能够从制度上保证这一控

制的有效实施
。

记账凭证的借贷方金额的自动生成也应当列入我们的研

究范围
。

对于收款和付款两大类型的记账凭证而言
,

其借贷

金额一般可直接根据其收
、

付金额加 以确定
,

而对于月末结

账凭证 诸如损益结转
、

计提折旧
、

工资结算与分配等
,

一

般也可以通过公欲定义的方式直接将计算结果填入记账凭证

的借贷金额栏之 中
。

在一个企业 中
,

由于各期所发生的经济

业务内容大同小异
,

故许多常用记账凭证 的借贷金额经过分

析之后完全有可能按
‘’

常用凭证
‘’

方式令其自动生成
。

更进一步地说 如果能够专门开发通用的数据输入模

块
,

并令其与会计软件相连接
,

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控制手

段与方 法
。

国外 已 经有不少公 司使用 通用数据输入 系统

−%
6  6 『! ∋ 7 6 8 8 ! ,!  9 ∃ , : 丫: ,6 ; < = >: . 即通过通用的程

序对公司中所有交易处理系统的数据输入进行集中管理
。

它

的优点是
&

首先 它通过设置公共系统来处理所有的数据检

验 进而使控制得到加强
&

其次
,

这种通用数据输入系统能

够确保每一个会计信息系统 −∀∋ :. 在数据校验时使用一致的

标准
。

由于每一个 ∀> ? 应用程序在数据校验方面要求有很高

程度的共通性
,

因此这种通用系统不需要 为每一个新的交易

处理重复创建冗余的例行程序
。

总之
,

会计信息化的规范化程度不高可能导致会计信息

的低质量
+

为此
,

戮们应当在逐步实现原始凭证电子化的同

时 集中精力研究记账凭证的自动生成
、

输入控制等规范化

问题 只 有如此
,

会计信息质量才可能在复杂的网络化
、

无

纸化环境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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