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信息化中辅助核算的应用 

文/潘 婧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生产经营活动日益复杂，各种业务核算的工作量也加大，管理的要求
也随之提高。实行会计信息化后，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会计核算效率，加强了财务管理。会计信息
化中总账系统是财务软件的核心系统，它可与其他业务系统无缝链结，以资金流动为核心反映企业
的全面财务活动，它具备基本核算功能和辅助核算功能。基本核算功能主要通过凭证处理、记账、
期末处理等流程，自动生成总分类账、明细账、余额表等，再通过报表系统生成满足财政部门会计
制度规定要求的报表。因为基本核算功能基本上能满足手工核算的要求，会计信息系统的辅助核算
功能常容易被忽视，但目前很多应用还只停留在简单模仿手工会计核算系统，从而影响系统的效率
和质量。 
   一、辅助核算应用的内容 
   1．部门辅助核算  
部门辅助核算适用于进行部门核算的各种收支业务。如管理费用、销售收入、应收账款、应付账款
等。以“管理费用”科目的核算为例。在手工核算模式下，一般将管理费用的各个具体的费用项目
对应建立二级科目，这样不仅可核算某一会计期间的管理费用总额，而且可核算某一会计期间各项
管理费用的总额。但是，若想进一步核算某一会计期间内各个部门的管理费用总额及各个部门各项
管理费用的总额和各项管理费用在各个部门的总额，就很难办到了。实行会计信息辅助核算后，能
考核部门费用收支的发生情况，及时反映控制部门费用的支出；对各部门的费用情况加以比较，便
于进行部门考核；提供各级部门总账、明细账的查询，并对部门费用进行分析等功能，为企业降低
成本提高利润，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提供了依据。通常情况下把成本类和损益类科目设置为部门辅助
核算。 
   2．个人往来辅助核算  
个人往来指企业与企业内部职工个人之间发生的往来经济业务，如个人借款、差旅费借款等。由于
各单位的经营性质、经营方法不同，对个人往来业务很多， 业务发生也较频繁的企业，可启用个
人往来辅助核算功能，将个人往来业务的管理、清理工作纳入个人往来辅助管理，不需要用户进行
任何数据的重复录入，就可以方便地实现对个人往来业务多种形式的查询统计，如：按指定科目、
按指定个人、按指定部门等产生相应的个人往来账余额及明细。可大大减少清理工作量，有利于加
强个人往来户的管理。通常情况下把“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设置为个人往来辅助核算；
也可以根据核算需要把如“主营业务收入”等科目设置为个人往来辅助核算，用以核算不同销售人
员的销售收入。 
   3．往来单位辅助核算 
往来单位辅助核算是为了核算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与外部单位发生的往来经济业务。包括客户往
来辅助核算和供应商往来辅助核算。在传统的会计核算过程中，通常将尚未结清的往来款项通过在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等科目下按往来客户、供应商设置明
细科目进行核算。当往来客户和供应商较多且不够稳定时，给企业会计核算带来极大的不便，也难
以实现对往来单位的有效管理。  
   4．项目辅助核算 
  所谓项目，即一个特定的经营和核算对象，它可以是一项工程，一种产品，一个科研项目等。
实际会计核算时，经常要求将围绕这些项目所发生的所有收支，按费用或收入类别设立专门的明细
账，以便更好完成对每个项目投入产出或费用情况的核算。在传统的会计核算过程中，需要另外建
立备查账簿来实现项目核算。在会计信息化项目辅助核算中，预先定义好有关项目代码、名称等资
料，录入凭证的同时，输入相应项目辅助核算内容，记账后，即可在项目辅助核算模块中查询各种
项目核算与管理所需的账表，即项目总账、某科目的项目明细账和某项目的项目明细账以及项目统
计表。 
   5．多项组合辅助核算 
   目前国内的财务软件在总账系统中有五种辅助核算可供设置，包括部门、个人、客户、供应
商、项目辅助核算。会计人员在进行辅助账的设置时，全面、综合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有时需要
一个科目能同时对多个辅助核算进行核算。如“主营业务收入”科目，可以同时设立往来单位、个
人、项目(产品)核算，即从该核算项目中不仅知道销售产品的收入情况，同时可以反映该产品是谁
销售的，销售给了谁，销售了什么产品。又如“管理费用”科目，可以同时设置部门和项目核算，



 

就可以核算各部门的使用情况和各项目的使用情况，即可以获悉各部门的费用发生情况，各项目的
费用发生情况，这些都是手工系统无法完成的。 
   二、采用辅助核算的优越性 
   1．明细档案资料编码灵活方便，数量不受科目编码长度限制 
   如果通过增设明细科目来解决明细账核算的方式，必须在设置会计科目编码时，预先设计好
明细的数量，从而决定其编码长度。若明细科目编码设置太少，有可能随着明细科目的增加，超过
最大容量导致无法编码，信息资料无法输入。如往来科目下通常以客户名为明细科目名，如果客户
数不多，预计年内不超过99个，则明细科目级长设为两位即可，但如果业务发展很快，年内超过
100个，则一百号以外的客户将无法编码。若编码长度设置太多，则由于所有同级科目代码长度必
须相等，而大部分总账科目不需要这么长编码，势必影响凭证的输入速度。 
   2．简化科目结构，稳定科目体系 
   如果涉及的部门、个人、往来单位和项目核算，采用在科目设置下进一步设置明细科目形式
的方法，则增设的明细科目数量很多，成几何量增加，显然不利于核算效率的提高。而且一旦部
门、个人、往来单位和项目资料发生增加、减少、修改等变化，会计科目也会随之改变，不利于科
目体系的稳定。 
   采用会计信息系统辅助核算后，具体的明细核算不再以明细科目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记录的
形式单独存在于辅助目录库中，当辅助信息变更时，只要改变辅助档案信息即可，保证会计科目可
以相对独立，科目体系也相对稳定。减少了会计人员重复性劳动，提高会计处理的准确性，更好地
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 
   3．实现了会计信息的立体交叉查询模式 
   会计信息中采用辅助核算后，产生很多信息，系统对这些数据进行组合，既可以纵向查询，
又可以横向查询，能更全面地了解和分析相关数据，使得企业管理者可以及时方便地获取必要的信
息。例如将“营业费用”设置为部门核算后，在横向方面可以查询各销售部门的营业费用组成状
况，获悉每个销售部门中广告费、业务费、差旅费、工资等费用的构成比例，有利于从部门角度检
查费用的发生情况，并且各销售部门可作构成比例分析；同时在纵向方面可查询不同时期各销售部
门费用发生情况，并作趋势分析，为企业经营管理者提供多角度多层次的查询报表、辅助决策等。 
   4．辅助核算资料完备，基础数据实现数据资源共享 
   辅助档案的内容一般都是归类放置，一目了然，便于管理和控制，相应的辅助档案如部门档
案、个人档案、客户档案、供应商档案和项目内容详实，资料完备，为创建内部报表奠定了基础。
如个人往来档案，是将具体的个人明细科目从原科目体系中剥离出来，把个人信息存放在个人档案
文件中进行统一管理；又如客户档案等资料在总账系统、应收系统、销售子系统中均可被利用，实
现数据资源共享，减少了重复输入，加强了对客户的管理。 
三、 辅助核算时应注意的问题 
   1．在会计科目设置时，必须对需要进行辅助核算的账类加以设置，否则系统默认为普通账
类。辅助核算项目的设置还应注意上下级科目之间的辅助项目保持一致。系统规定各辅助项目必须
设在末级科目上，如果上级科目设置了辅助核算项目，而其末级科目没有设置，系统将不与处理。
虽然系统允许末级科目设置辅助项目而上级科目不设置，但在今后的查询、出账过程中，往往会出
现调不出一级科目的项目总账，或调出错误的数据。 
   2．初始数据录入时应注意辅助核算明细的数据与总账的数据保持一致。在录入辅助核算科目
期初余额前，应先设置部门档案、个人档案、客户档案和项目目录资料。否则无法录入辅助核算科
目明细。对于设置为辅助核算的科目，在录入期初余额时，需要录入辅助账的期初明细余额。而科
目总账的期初余额是由辅助账的期初明细余额汇总而来，即不能直接输入总账的期初数。若使用了
应收、应付系统，并且客户往来或供应商往来由应收、应付系统核算，那么，应该到应收、应付系
统中输入含客户、供应商账类的科目的明细期初余额。在账务处理系统中，只能输入这些科目的总
余额，若这些科目还有其他辅助核算，如部门核算或项目核算，则只能输入这些科目下各部门总余
额或各项目的总余额。 
   期初余额录入完毕后，应该试算平衡。若期初余额试算不平衡，那么将不能记账，但可以填
制凭证。 
   3．自定义转账中辅助核算设置也需要注意。在实际应用中，财务软件的自定义转账功能大大
提高了会计信息系统的效率。凡涉及辅助核算科目的自定义转账时，需要定义各辅助项的目录，若
不指定，则表示按该科目的所有辅助项的总额结转。并且科目的辅助账类必须一一对应。如果使用
应收、应付系统，那么在总账系统中，不能按辅助项进行结转，只能按科目总额进行结转。 
四、 辅助核算可进一步完善的方面 
现行各种会计制度要求企业对外提供固定格式的会计报表。其数据来源于各级分类账，科目核算可
以满足此类报表对数据的要求。在市场经济形势下，竞争日趋激化，企业要求财务等管理部门提供
更为详细的核算资料，在满足财政、税务、银行等国家职能部门报表要求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更

 



全面、具体的内部报表，提供满足单位内部管理要求的资料。如通过部门辅助核算，可以提供企业
各部门的应收、应付账款情况，各部门存货增、减、结存情况，企业各部门占用固定资产、计提折
旧情况，各部门待摊、预提费用情况，各部门的销售收入情况及各部门各个期间费用发生情况等等
如果能产生上述这些内部报表，领导层将对企业各部门情况了如指掌，更有利于加强对各部门的管
理。 
   目前大部分财务软件提供了部门、个人、客户、供应商、项目等五种辅助核算，实际应用中
可能还存在其他方面也需要辅助核算，系统可以考虑增加按需要自定义辅助核算项目的功能，并增
加相应辅助核算查询表，包括多辅助核算明细账及多辅助核算汇总表，进一步强化管理与控制。 
   会计信息化中辅助核算可以考虑设置预算方案，进行实时预算控制，并可适时自动报警。另
外目前信息查询还停留在直接的简单查询上，没有将档案资料更深一层加工，通过对数据进行汇
总、统计和分析，提供更多有助于决策和管理的信息，起到较好的管理和控制作用，为企业的预
测、决策和分析提供信息和依据（作者单位：苏州市职业大学） 

相关链接    

 

对完善财政预算管理的几点思考  
会计信息化中辅助管理的应用  
管理会计研究对象新论  
管理会计应用中的问题及对策  
加强会计监督 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试论会计电算化对内部控制的影响  
会计师事务所外部监管体系的构建  
浅析财务会计报告应补充披露的信息  
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必须以财务管理为核心

本网站为集团经济研究杂志社唯一网站，所刊登的集团经济研究各种新闻﹑信息和各种专题专栏资料，均为集团经济研究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甲1号1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传真：（010）65015547/ 65015546 

制作单位：集团经济研究网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