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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1_E7_94_B5_E7_c53_87684.htm 会计电算化是以电子计

算机为主的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应用到会计中,用电子计算机代

替人工记账、算账、报账,以及部分替代人工完成对会计信息

的分析、预测、决策的过程。会计电算化系统的内部控制既

包括了原来的手工财务过程,又包括程序设计、电算化账务处

理过程。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是会计电算化信息真实可靠的

保证。内部控制制度要求处理同一笔经济业务的人员既要相

互联系、又要相互制约。此外,严格的内控制度有助于防止违

法行为的发生。国内外会计电算化的实践表明,计算机本身处

理出错概率较低,但人为造成出错和人为舞弊却有增无减,而且

一旦出现舞弊,企业损失巨大。会计电算化所引起的损失主要

有三种:(1)由于灾害事故(如火灾、水灾)或电源中断故障等原

因所引起的会计信息处理中断和数据丢失.(2)因电算化会计信

息本身的错误和疏漏所引起的损失.(3)因会计电算化舞弊而引

起的损失。对前两种损失,通过借助于改善电算化环境和提高

电算化开发控制技术就能较好地加以解决.而制定严格的电算

化内控制度则是防范会计电算化舞弊的有效途径。 就目前我

国企业会计电算化的应用现状来看,大部分还停留在一般应用

水平上。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不少企业的各级领导对实施

会计电算化的重要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认识到开展会计

电算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管理现代化的需要。会计电算化

是会计进人信息化的基础,是今后企业决策的重要手段,是会计

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2.由于传统的手工记账方式长期被人们



所接受,目前企业管理都建立在手工记账的基础上,要改变形成

的习惯方式有一定难度。尤其是会计电算化的保密性、安全

性存在空白,因而对会计电算化数据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 3.

不少企业认为电算化仅仅是“以机代账”,软件只需要一次投

入即可,出现了只重视硬件换代,不注意软件升级的情况。从奔

腾Ⅱ一直到奔腾Ⅳ,机型换几次,但财务软件仍停留在“古老”

的Foxbase开发的DOS版上。 4.会计电算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

减轻了会计人员的工作量,但同时也增加了操作人员、系统维

护人员等岗位,带来了许多新的要求,提出了新的问题。目前,

我国建立在手工操作条件下的会计基础工作的管理还存在着

很多不足.实施会计电算化,就需要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内

部控制制度加以约束,才能充分发挥电算化的优势。 5.由于会

计电算化涉及到会计和计算机两种专业知识,在岗的会计人员

虽经过计算机等级培训,但与实际要求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会

计人员知识不全面,要使得计算机知识和会计工作经验有机结

合,还有待时日。同时,计算机培训教材老化,眼不上计算机技

术发展的形势。经过这样的培训和考核的人员,实际操作能力

难以适应电算化环境下对内控的要求。 二、 由于上述现状及

原因,强化内控管理,制订有效的电算化环境下的内部控制制

度,提高电算化的科学管理水平,是建立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一般建立的

会计电算化下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外乎硬件方面的、软件方面

的、系统运行方面的及操作过程方面的有关制度。下面就实

行会计电算化应该建立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所包括的内容予

以说明。 (一)加强防止电算化犯罪的法制建设 目前,由于法规

的不健全使电算化犯罪的控制很困难。例如,对未经许可接触



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或有关数据文件的行为,在法律上未规定

为偷窃行为,因此就无法对下载重要机密数据的行为治罪。必

须看到,对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开发和管理,不能仅靠现有的

一些法规,如《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因为会计电

算化犯罪毕竟是高科技、新技术下的一种新型犯罪,为此制定

专门的法规对此加以有效控制就很有必要。为企业营造良好

的大环境,防止电算化犯罪的法制建设,可从两个方面入手:(1)

建立惩治利用会计电算化犯罪活动的法律,明确规定哪些行为

属于舞弊行为及惩处方法.(2)建立会计电算化系统的保护法

律,明确电算化系统中哪些东西或哪些方面受法律保护(硬件、

软件、数据库)及受何种保护。 (二)制订企业内部操作管理制

度 操作管理制度是针对每一个上机操作会计软件的人员而制

订的,主要用来规范每一个操作人员的行为以及各自之间的权

限限制。除了软件对操作方面作了一定的设计以外,制订并严

格操作管理制度,将会有效地保证会计软件的安全运行.同时,

也有利于内部牵制制度的执行。操作管理制度从内容上来看,

一般包括以下几项: 1.操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权限。尽管

软件一般都已有用户管理功能,但其用户管理的设置是由人工

进行的,这就需要从制度上对操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权限

加以规定,用来在用户管理的设置和具体的操作中执行。 2、

预防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等会计数据未经审核而输入计算机

的措施。如规定原始凭证必须经有关审核人员审核并签章后

才能输入计算等。 3.预防已输入计算机的原始凭证和记账凭

证等未经核对而登记机内账簿的措施。如规定已输入计算机

的凭证需由审核人员核对并签章后方可登记机内账簿等。 4.

建立必要的上机操作记录制度。如规定用操作日记的形式记



录每天的上机操作内容等。 (三)建立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管理

制度 对于拥有计算机的单位,无论是用于会计核算,还是用来

其他工作,一般都要求制定硬、软件管理制度。通常,硬件和软

件管理制度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1.保证机房设备安全的措施。

如机房防火规定等。 2.保证计算机正常运行措施。如机房防

潮、防磁及恒温等方面的规定等。 3.会计数据和会计软件安

全保密的措施。如数据备份、不准在计算机上玩电脑游戏等

规定。 4.修改会计核算软件的审批和监督制度。如规定会计

核算软件的修改需报经单位总会计师批准等。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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