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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控制与会计电算化的发展  
 作者：罗美生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会计电算化得到突破性进展。在这普及和发
展的可喜形势下，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其中，传统意义的内部控制制度
亟待适应会计电算化的发展。 
    一、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向深层次发展，给内部控制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企业在建立电算化会计系统后，会计核算和会计管理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由
于使用了计算机，会计数据处理的速度加快了，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得到了极
大的提高，减少了因疏忽大意及计算失误造成的差错。但是，也为企业的内部控制带
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对企业内部控制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企业内部控
制制度在新的环境下显得落后于形势，由于电算化会计系统的特殊性，建立一整套适
合电算化会计系统的内部控制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随着IT技术特别是以Internet为
代表的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进一步向深层次发展，这些变革
无疑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同时也给内部控制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二、电算化会计系统对内部控制的特殊要求 
    （一）计算机的使用改变了企业会计核算的环境。 
     企业使用计算机处理会计和财务数据后，会计核算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会计
部门的组成人员从原来由财务、会计专业人员组成，转变为由财务、会计专业人员和
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的管理人员及计算机专家组成。会计部门不仅利用计算机完成基
本的会计业务，还能利用计算机完成各种原先没有的或由其他部门完成的更为复杂的
业务活动，如销售预测、人力资源规划等。原先应由几个部门按预定的步骤完成的业
务事项，现在可能集中在一个部门甚至一个人完成。因此，要保证企业财产物资的安
全完整、保证会计系统对企业经济活动反映的正确和可靠、达到企业管理的目标，企
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显得更为重要，内部控制制度的范围和控制程序较之
手工会计系统更加广泛，更加复杂。 
    （二）电算化会计系统改变了会计凭证的形式。 
    在电算化会计系统中，会计和财务的业务处理方法和处理程序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各类会计凭证和报表的生成方式、会计信息的储存方式和储存媒介也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原先反映会计和财务处理过程的各种原始凭证、记帐凭证、汇总表、分配
表、工作底稿等作为基本会计资料的书面形式的资料减少了，有些甚至消失了。由于
电子商务、网上交易、无纸化交易等的进行，每一项交易发生时，有关该项交易的信
息由业务人员直接输入计算机，并由计算机自动记录，原先使用的每项交易必备的各
种凭证、单据被部分地取消了，原先在核算过程中进行的各种必要的核对、审核等工
作有相当一部分变为由计算机自动完成了。原来书面形式的各类会计凭证转变为以文
件、记录形式储存在磁性介质上，因此，电算化会计系统的内部控制与手工会计系统
的内部控制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控制的重点由对人的控制为主转变为对人、机控制
为主的，控制的程序也应当与计算机处理程序相一致。 
   （三）计算机的使用提高了控制舞弊、犯罪的难度。 
    随着计算机使用范围的扩大，利用计算机进行的贪污、舞弊、诈骗等犯罪活动也
有所增加。由于储存在计算机磁性媒介上的数据容易被篡改，有时甚至能不留痕迹地
篡改，数据库技术的提高使数据高度集中，未经授权的人员有可能通过计算机和网络
浏览全部数据文件，复制、伪造、销毁企业重要的数据。计算机犯罪具有很大的隐蔽
性和危害性，发现计算机舞弊和犯罪的难度较之手工会计系统更大，计算机舞弊和犯
罪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可能比手工会计系统更大，因此，电算化会计系统的内部控制不
仅难度大、复杂，而且还需要有各种控制的计算机技术手段。只有在严格的控制下，
才能预防和减少计算机犯罪的可能性。 
    三、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环境下内部控制的主要内容 
   （一）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一般控制。一般控制是指任何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普
遍适用、为系统的安全可靠而对系统构成要素（人、硬件、软件）及环境实施的控
制。组织与管理控制是指通过部门的设置、人员的分工、岗位职责的制定、权限的划



分等形式进行的控制，其基本目标是建立恰当的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制度，以达到相
互牵制、相互制约、防止或减少错弊发生的目的。其中较重要的岗位有系统管理和审
核。 
   （二）应用系统开发、建立和维护控制。  
    １．系统开发控制是针对系统开发阶段而言的，具体包括：系统开发前应进行可
行性研究和需求分析；开发过程应进行适当的人员分工；按规范收集和保管有关系统
的资料并加以保密等。 
    ２．系统建立控制则是针对系统建立阶段而言的，具体包括：资源的适当配置；
系统的调试应有各岗位人员的参与；新的系统应与传统系统并行一段时间并经有关部
门审批后才能替代传统系统使用；严格的验收程序等。 
    ３．系统的维护是指日常为保障系统正常运行而对系统硬软件进行的安装、修
正、更新、扩展、备份等方面的工作。系统维护控制就是针对这些工作而实施的控
制。 
   （三）会计电算化系统的应用控制。应用控制是对会计电算化系统中具体的数据处
理活动所进行的控制。应用控制可划分为输入控制、计算机处理与数据文件控制和输
出控制。 
    １ 输入控制。常用的控制方法包括：建立科目名称与代码对照文件，以防止会
计科目输错；设计科目代码校验，以保证会计科目代码输入的正确性。 
    ２ 计算机处理与数据文件控制。常用的控制措施包括：登账条件检验，即系统
要有确认数据经复核后才能登账的控制能力；防错、纠错控制，即系统要有防止或及
时发现在处理过程中数据丢失、重复或出错的控制措施；修改权限与修改痕迹控制。 
    ３ 输出控制、控制措施。包括：只有具有相应权限的人才能执行输出操作，并
要登记操作记录，以达到限制接触输出信息的目的；打印输出的资料要进行登记，并
按会计档案要求保管。 
    四、完善会计电算化内控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会计电算化配套法规。针对会计电算化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对现有的
相关法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通过准则类法规对会计电算化加强约束，使会计电算化
工作走上规范化的道路。细化对商品化软件的评审规定，杜绝软件的非法功能。 
   （二）建立健全电算化模式下的企业财务规章制度。 
    这些内控制度的建立应遵循以下原则：１ 不兼容权限必须分离原则。２ 相互
制约原则。３ 安全、保密原则。４ 内部防范原则。 
   （三）建立会计软件服务体系。由于目前我国多数企业实施电算化还属初级阶段，
会计软件的开发应立足于会计人员素质现状，尽力开发“傻瓜型”软件，简化操作和
去掉不必要的功能。建立起完善的会计软件服务体系，对用户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时
解决，并针对用户反馈的意见和要求对软件进行修改和完善。 
   （四）加大“复合型”会计电算化人才的培养力度。 
    经常开展对电算化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并结合经验交流，使培训收到实效。在
吸纳高校会计电算化毕业新生的同时，还应选拔具有一定计算机知识的会计业务骨干
到高校进修计算机专业，促进高中低结合的会计电算化人才队伍形成，推动电算化工
作的进一步提高。 
                                                     作者单位：省中国旅行社
财务部 
                                                         （责任编辑：陈靖）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