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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电算化

论电算会计中帐簿的地位与作用

●庄明来

　　在计算机特定的工作环境中 ,重新认识与评价

会计帐簿的地位和作用 ,有利于系统数据的生成与

输出 ,有利于会计档案的保管 ,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单

位的经济信息网络的数据传递。 在信息新技术日新

月异的今天 ,笔者俾望通过对帐簿功能的探讨 ,抛砖

引玉 ,以求对电算会计格局有一新的认识。

在手工会计之中 ,帐簿组织、记帐程序和记帐方

法相互配合的方式 ,组成了会计核算形式。这一核算

形式有机结合的结果 ,便完成了第一次的会计确认。

帐簿 ,作为存放输入会计数据并经分类汇总的载体 ,

是一个承前启后、不可缺少的桥梁与纽带 ,它作为第

一次确定在会计上正式加以记录的书面记载 ,又为

第二次确定在会计报表上正式予以揭示的信息提供

直接的数据源。手工会计离开帐簿 ,其会计报表的编

制便成了无本之木 ,无水之鱼。

现阶段的会计电算化工作 ,基本上沿用手工会

计的基本格局:在手工填制的记帐凭证输入机内并

加验证后 ,其登帐、银行存款月末对帐、结帐以及报

表编制等工作便交由计算机系统自动完成。从而 ,实

现会计数据处理的规范化 ,提高会计信息的时效性。

电算化系统的这种高效和准确是手工会计所望尘莫

及的。

会计选择复式记帐 ,符合人们对会计信息质量

特征的要求。实践证明 ,复式记帐的基本原理不仅是

科学的 ,而且是切实可行的。它不仅适用于手工处理

会计数据 ,而且适用于电子计算机处理会计数据。当

我们选择了复式记帐之后 ,对会计数据进行分类、归

集 ,就必须依赖于帐户的设置与运用 ,在电算会计系

统中 ,会计信息的生成仍然离不开帐户这样最基本

的存储单元。 但帐户的存储并不一定要借助于帐簿

来完成。

1.帐簿信息的输出方式逐渐改变 ,手工会计中

的帐簿名存实亡。

手工会计中帐簿的帐户记录和纸介质 ,在电算

会计中正在逐步分离。 由于计算机和打印机的特定

的工作环境 ,作为帐簿要素之一的纸介质 ,却不再作

为帐户的分类和汇总数据的唯一载体 ,计算机屏幕

的敏捷多姿 ,正博得人们的青睐。 相形之下 ,打印输

出却生出许多掣肘: 现金日记帐只好由订本式改为

活页式 ,明细分类帐只好从每月打印改为“满页打

印” ,而总分类帐在平时月份则采用 “总分类帐户本

期发生额对照表”的形式予以打印输出 ,如果不采用

这样的处理 ,则所形成的帐页总数就可能比手工会

计中的帐页多出几倍 ,给会计档案的保管带来极大

的困难。

实践已经证明 ,采用打印的方式输出帐簿资料

并非良策 ,所有帐簿记录完全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在

磁、电、光等介质保存帐簿文件的可靠性得以保证的

前提下 ,人们需要的帐簿资料尽可通过这些介质上

的帐簿文件调用并加以显示 ,完全不必使用纸张作

为帐户记录的载体。

既然纸介质可以完全由屏幕显示加以替代 ,手

工会计中关于所定义的帐簿也就不存在了。 从这一

点讲 ,“帐簿”一词在电算会计中已无存在之必要了。

2.电子帐簿信息的机内存在 ,反成为正确的企

业报告之羁绊

谁也不能否认 ,对存储在电磁介质上会计数据

的修改可不留痕迹。 这便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肉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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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的证帐表数据严加看管 ,加强电算会计的内部

会计控制。但即便如此 ,非法篡改也时有发生。因为 ,

电算会计的内部控制与手工会计中那种仅依靠帐簿

控制和组织控制 ,便可确保数据安全可靠的做法是

大相径庭的。 不法分子只要修改磁性介质上的帐簿

文件 ,就会使企业的会计报表失真。

帐簿文件与报表文件形成的时间差 ,以及报表

编制前帐簿文件正确性验证的困难性 (目前大部分

会计软件均无此设置 ) ,给不法分子的非法修改提供

机会。帐簿文件设置得越多 ,被非法修改的可能性就

越大。 为此 ,许多会计软件只设一个科目汇总库 (或

称科目余额库等 )文件 ,用于登录企业会计期间内各

科目发生额的汇总数 ,并结计出各科目的余额 ,月末

再据以编制会计报表。这固然方便会计信息的生成 ,

但仍然难以避免这一库文件被非法修改。 只要这一

文件被非法修改 ,失真的将不仅是某一会计报表 ,而

是为数众多的各种报表。另外 ,即使是只设置这样一

个文件 ,由于其登录是在月份的平时 ,而报表生成又

都是在月末完成。这一较长的时间差 ,也就不免令会

计人员处处设防 ,唯恐帐簿文件被他人非法改动而

导致报表失真。

3.变“帐簿”取数为“帐户”取数的可行性

帐簿上反映的数据不外有两类 ,一类是发生额 ,

一类是余额。作为记帐对象的发生额数据 ,来自于记

帐凭证 ,而作为记帐结果的期末 (或期初 )余额 ,则是

在帐簿被登录之后形成的。如上所说 ,在会计信息系

统中 ,作为会计信息雏形的帐户记录 ,是企业会计报

告的信息源。 帐户的载体 ,首先是记帐凭证 ,而帐簿

记录 ,只不过是记帐凭证上帐户记录的分类、汇总罢

了。在计算机以其神速、准确的处理功能展现在世人

面前之后 ,会计软件对记帐凭证库文件的分类、汇总

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对于帐户余额 ,只要保证其建立

电子帐第一个月份的期初余额正确无误 ,以后各个

会计期的期末余额也便唾手可得了。为此 ,我们完全

可以将会计数据的保护对象追溯到其信息源—— 记

帐凭证库文件 ,通过备份、隐含、核对等措施 ,竭力保

护这一文件的安全可靠 ,也便不必为企业最终的会

计信息是否失真而担忧。

事实上 ,目前许多会计软件并无设置平时登录

日记帐和明细帐的功能模块 (只是设置这两类文件

的数据结构 )。 当需要输出日记帐和明细帐之际 ,再

采用瞬间成帐的做法:根据科目汇总文件的期初余

额 ,和记帐凭证库文件的科目发生额 ,当即形成并予

输出。 这种瞬间成帐的方式无疑也为会计报表瞬间

形成首开先河。 帐簿可在输出之际调用凭证库文件

当即形成 ,会计报表待输出之际也可籍以形成。计算

机的神速准确 ,使会计报表的形成不必凭借所构筑

的帐簿“桥梁” ,而直取于记帐凭证文件成为可能。当

人们需要日报、旬报、月报等各种报表输出时 ,调用

记帐凭证库和科目年初库文件当即形成相应的报表

文件 ,并将其当场输出 ,企业报告的正确可靠也就有

了保证。

至于帐证、帐帐之间的核对 ,则应该认为是设置

帐簿的产物。如果没有设置帐簿 ,也就无所谓帐证和

帐帐的核对了。而帐款、帐物的核对 ,本质上说 ,是书

面记载与实际数额的核对 ,作为第一次会计确认的

重要内容 ,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处理手段 ,这一对帐工

作都是必不可少的。 但既然帐簿只是记帐凭证的分

类、汇总的结果 ,如果我们将这两个核对改为证款、

证物的核对 ,不是更为直接吗? 即使是根据对帐的结

果所作的帐项调整 ,最终也需要通过记帐凭证加以

进行。借助于计算机的神速处理 ,可在转瞬之间输出

货币资金的余额或是某一盘存帐户的结余数 ,再籍

以进行对帐 ,第一次的会计确认仍可完成。

当前电算报表形成 ,多采用项目公式定义的做

法。在不设置帐簿文件的条件下 ,这种公式定义的方

式仍然可行 ,只要用户对企业单位的科目详加设计 ,

不管是外送的会计报表 ,还是提供内部分析使用的

管理报表 ,都可已随时形成。 实践证明 ,摒弃“帐簿”

取数 ,而采用“帐户”取数 ,通过记帐凭证直接提供明

细信息 ,既可保证综合信息的可靠性 ,也使综合信息

的形成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它提供更为宽阔的组合

空间 ,对围绕会计信息需求 ,改进企业报告具有很大

的意义。

注释:葛家澍主编《会计学导论》第 221页　立

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1998年 6月版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会计系 )

更　　正

本刊 1997年第三期第 1页倒数 ,第 9行

“指导”应为 “指示”; 第 2行 “ 12万”应为

“ 1200万”。 特此更正。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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