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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tb42"> 取消会计明细账无法防范舞弊 假设有一销售提

货单是假造的，仓库管理员未能识别出来而发货了，总之，

货被人提走了而未收到款项。此后，提货单同时也录入系统

，这笔存货被扣除。单从仓库管理的角度来看，“账实相符

”，显得一切正常。也就是说，依靠仓库管理系统的自身机

制，是无法杜绝此类问题的。在当前ERP下，会计能发现这

一问题吗？ERP的设计特点是模块化，一般划分为总账、固

定资产、销售订单处理、存货控制、应收账款、应付账款、

采购订单处理和工资等八大块（正应了“大卸八块”的成语

），会计人员掌管总账，有关的业务模块掌管明细账，并在

业务发生时，自动生成只有金额没有数量的总账分录发送到

总账模块。所以，销售模块向会计的总账模块发送分录“借

：银行存款（应收账款）贷：主营业务收入”，仓库模块也

向会计总账模块发送分录：“借：主营业务成本贷；库存商

品”。 既然在ERP中，会计自身不设明细数量账，只能依赖

仓库明细账的查询功能，而仓库账中确有其事，会计总账模

块只好全接收了，其结果当然是，在会计系统中，这笔业务

没有“借：银行存款贷：主营业务收入”的记录，却有“借

；主营业务成本贷：库存商品”的记录，这一票货毫无回报

地说没就没了，其成本则混进其它已销售商品的成本中，被

掩盖起来，这就是“管货的也管明细账，只向会计报总金额

”的直接后果，可见，ERP的设计者连基本的会计常识都没



有，其思路是大有问题的！ 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财务会计也

同时开设库存明细账，依据多联式原始凭证的“财务联”记

账，进行数量与金额的双重登记，并与仓管员的仓库数量账

相互核对，通过在实物数量上的“账账相符”（如有差异，

应可以解释）来保证企业的资产完整。上述业务有两种可能

： 一、造假行为只局限于出货环节。 假销售提货单是直接交

到仓库去提货的，属盗窃行为，则会计手头不可能有原始凭

证的“财务联”，在会计的库存账上当然没有任何记录。通

过仓库存货账与会计存货账的明细数量比对，就能锁定这一

笔有差异的业务，进而采取追查报案、完善单据识别手段等

措施来“亡羊补牢”； 二、造假行为是系统性的，延伸到全

套“多联式原始凭证”，其“财务联”也送到了会计手中，

这就启动了复式簿记的“资产保护机制”了： 如果是本期销

售本期收现，那么与之对应的银行存款汇进了哪个账号，或

者谁经手收取了现金？ 如果是冲销已收的预收账款，单据上

指明的客户在本公司账上是否确有预收账款余额？经手人是

否得到该客户的授权委托？ 如果是赊销，单据上指明的客户

是否通过了本公司的信用评估，从而可以将其欠款挂在应收

账款上？经手人是否得到该客户的授权委托？ ⋯⋯ 为该笔出

货配上对应科目的努力，也是寻求对这些问题解答的过程，

加上与相关客户的及时对账沟通，很轻易地就能揭露舞弊行

为，这就是复式簿记在企业对外交易中所发挥的，难以绕过

去的“保护资产”的作用。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来源

：考试大来源：考试大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

．Examda。com) 取消会计明细账易导致账账不符 取消会计

明细账的另一严重后果是，ERP下的库存明细账与会计总账



不符。我们先来考察类似的例子，从银行存款调节表的编制

说起。它是从银行对账单和企业银行存款账开始的，这两个

余额可能不一致，因为同一笔款项会有一方已收、已付而另

一方未收、未付，或某一方错记、漏记和重记的情况。查清

后，调节表为双方分别补上已方未记的款项，改正单方错记

、漏记和重记的款项，直至两个余额相等为止。这就说明，

银行与企业的两套账具有重迭性或相似性，但在一定时点上

，两者之间又可能存在差异。编制银行存款调节表的过程，

并不是去修改双方的账面记录使其一致，而是要达到“差异

可解释”的状态。 与此类似，仓库存货账与会计库存账之间

当然也有差异，原因至少有： 一、错误的业务处理。双方难

免会发生单方的错记、漏记和重记 二、未达业务。会计和仓

库在相同业务的处理上存在着“时间差”，如在月末“货已

到，款未付”。仓库是一定要记录的；会计则由于发票等单

据未到无法及时记录。 三、主体差异。仓库管理员的实物保

管责任，是以他能够控制的物理空间范围为限的，如上锁的

库房和堆场等。其中，除了企业自有的存货，可能还有代管

顾客未及提走的存货，暂管尚未通过验收的存货等诸多情况

，这都必须构成仓库账的内容；而在会计的存货账上，只记

录属于会计主体所有权的存货。两者之间因统计口径上的不

同而形成“永久性差异”。 四、制度差别。由于制度规定不

一致而引起的双方差异也常发生，表现在： 1.会计上规定的

原材料成本口径不仅限于发票价格，可能还要加上其它费用

；而仓库对进货金额的记录只能依据发票价格，对于其它费

用单据并不知情； 2.除了有数量也有金额的业务必须登记以

外，会计还必须对只涉及金额不涉及数量的业务也加以记录



，如购货进仓后又收到供应商退回的折扣金额，或因故补付

给供应商的差价款等，这些业务金额都要调整相应的存货成

本；而仓库只登记有实物进出的数量和金额，对上述业务无

从得知，更不用说调整了； 3.“款已收，货未付”的未达业

务，在跨月时也有麻烦，会计核算要求当月必须结转销售成

本，从而在帐上立即注销相应的存货，无论是否已经发货；

而从实物角度看，很可能这些存货根本还没有被提走，仓库

当然还保持着原有的记录。来源：考试大百考试题－全国最

大教育类网站(www．Examda。com) 五、舞弊行为。往往单

方反映在仓库记录上。 由此可见，仓库和会计对于同一业务

的记录脱节，是极为正常的现象。甚至可以说，两者一致只

是偶然的，两者不一致才是必然的。所以，最简明的方法当

然是，采用两套账分别记录，然后定期核对和解释差异。我

们常说“账账相符，账实相符”，所谓“账实相符”，是指

仓库账要与实物数量相符，所谓“账账相符”，是指会计账

与仓库账经过核对后，要达到“差异可以解释”的状态，如

果有错弊，要及时处理。 下表中，我们以A材料为例，列举

一些完全可能发生的，导致双方账面差异的业务分别在仓库

存货账与会计存货账中登记。请读者观察一下，从“故事开

始时”的双方完全一致，到“故事结束时”的分道扬镳，差

异是如何产生的。再试着设想，有什么格式能用一套账来同

时满足两家的要求，就可以体会ERP设计思想的荒唐了。 也

许您会说，这些业务未必发生，也未必都发生在A材料上，

好象哪壶不开偏提哪壶，故意找出来“抬杠”似的。确实是

这样的，在技术上，这叫“测试业务”，常用来检查软件设

计是否潜伏着错误，通不过测试的，就是有缺陷的产品了。



您的公司没有发现不符，可能只是因为没有发生这些业务，

不代表软件设计就没有问题。 “一账独大”的实质，就是只

考虑仓库账，而没有考虑与之有差异的会计账。但差异是客

观存的，其中，仓库账以保管责任为重，有实物数量为据，

绝对不可更改；而会计账须确保总体的借贷平衡，也轻易动

不得，两者间的差异是不可调和的，那么就和火山总要找到

突破口一样，两者的差异，必然表现为库存明细账加起来不

等于总账。原因只在于，对于会计人员而言，总账才是自己

的，明细账却是“别人”的，怎能指望一定会互相吻合呢？

而这一现象已使会计界蒙羞，专业声誉严重受损！多智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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