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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国际上会计信息化领域的标准体系还在酝酿

之中，我们现在先涉及，就可以使我们将来能够更好地参与

整个标准体系，并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华东理工大学会计

信息化与财务决策研究中心主任胡仁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对中国会计信息化的未来满怀信心。 实际上，会计信息化标

准体系的构建问题一直是业内关注的焦点，也是全面推进我

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目标之一。 尽早占领行业“制高点” 过

去有一种说法：“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

企业做产品”。以前建立行业标准的做法是：企业先有技术

和专利，而行业标准就是行业技术沉淀的集中体现。 但是，

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西方目前的主要做法是先主导技术标准

及其更新换代，然后占领市场。“这在高科技领域表现得更

为明显，如当前的操作系统实际上是被微软垄断的，这就是

以标准占领市场的案例。”胡仁昱对此深有感触。 “谁拥有

标准体系，谁就拥有市场的主导权。我们应该先创建主导的

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占领行业制高点，然后再进行成规模

的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胡仁昱表示，这是与传统的行业

标准形成路线不一样的地方。 对于会计信息化的标准，我国

在上世纪90年代就与美国同步开展研究，尤其是在数据接口

方面做了很多研究。数据接口方面在2002年已有地方标准，

该标准已于2005年正式开始实施，别的国家也可以采用。 “

然而，只建立一两个标准不行，占领这个行业的制高点必须



要建立相应的标准体系。”胡仁昱坚定地指出，“至少不能

跑得比别人慢。” 胡仁昱指出，在国际会计准则建立时我们

没有发言权，现在来“趋同”自然就会感到很痛苦，而在会

计信息化领域，国际上的标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我们要先

涉及，争取主动。 “现在一些企业仍沿着传统思维，希望自

己的内部规定变成行业标准。因为一个完整的标准体系包括

很多标准，企业在某些标准上还可以继续这样做，但是从整

体上来说，这个层面比较低，这种方式的缺点就是很难占领

行业市场的制高点。”胡仁昱认为，应该更多地走“产官研

”结合的路子，先行制定有长远规划的标准或标准体系，尽

可能考虑到将来的技术和市场发展趋势等因素，然后指导企

业向这个方向发展。 在企业建立标准方面，沉淀和消化既有

技术比较慢，而且对于我国会计信息化领域的企业来说，发

展得并不全面，虽然民族品牌坚持到现在很不容易，但在技

术含金量方面与国际大品牌企业的确还有些差距。胡仁昱表

示，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建立对于民族软件品牌的发展，

对于行业监管的及时和透明，对于学术研究领域真实数据的

取得等都有好处，而且“建立越早，对我们越有利”。 尽可

能实现协同效应 可以说，建立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将给我们

带来很多好处。 标准体系是指一定范围内的标准按其内在联

系形成的科学有机整体。它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根据标准

的基本要素和内在联系而组成的，具有一定集合程度和水平

的整体结构。 胡仁昱告诉记者，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建立

能解决数据采集、处理、输出以及使用等整个信息处理流程

中的问题，使会计信息资源的生产者、使用者在同一平台上

以相同的标准对话，从而提高信息的使用效率和利用水平。 



同时，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建立还可以把目前看似不相关

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对具体标准进行

准确定位和有序组织，为各个标准提供共同发挥作用的平台

，使各个标准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实现“1 1&gt.2”的

协同效应。 另外，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的建立更可以有效防

止标准的不兼容性和重复建设，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为后

续标准的建立提供一个框架，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它不

仅使“会计”产品质量得到极大的提高，也能与银行、财政

、税务、审计等系统连接，促进整个社会信息系统的进步。 

正是由于建立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意义

，财政部日前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我国会计信息化工作的

指导意见》才明确提出，力争通过5年至10年的努力，建立健

全会计信息化法规体系和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包括可扩展商

业报告语言(XBRL)分类标准]。 尽快跨越“信息孤岛” 尽管

会计信息化的前途是美好的，但其目前在应用过程中仍出现

了一些问题。 “最严重的就是导致了‘信息孤岛’现象。”

胡仁昱表示，“信息孤岛”现象使得信息不能共享，表现为

信息多口采集、重复输入以及多头使用和维护，信息更新的

同步性差.企业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脱节.孤立的信息系统

无法有效地提供跨部门、跨系统的综合性信息，影响信息化

的集团化、行业化应用等。 这些都严重阻碍了会计信息化的

进一步发展，在横向上使企业不能与银行、财政、税务等部

门信息共享，在纵向上不能与客户、供应商及时沟通，造成

效率低、资源浪费等现象。 其他一些问题也应引起我们的重

视：如会计信息的共享性差，同一信息资源的电子数据形式

不能够被各需求方无障碍地解读和利用.信息系统中积累的数



据不能被很好地利用，海量信息的有效存储和检索以及有效

利用仍然是难题.基于互联网的信息安全问题还未妥善解决等

。 毋庸置疑，会计信息化标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

个过程中不仅会有企业(一般企业和软件公司)的参与，还会

有政府、中介机构或是科研院校等的参与，不仅涉及到业务

本身的内容，也与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密切相关。所以，会

计信息化标准的形成将是各方博弈的结果。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