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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入控制

管理型软件应具备的数据输入控制大致有： 

设立科目对照检查：当输入会计科目号码时，系统首先在参照文件中查找。如查找不到，或查找到的科目在屏幕上显示

后表明不是要输入的科目，则提示纠正措施。如输入的科目名称不规范，则废弃已输入的科目；若确认为新增科目，则

将该科目追加到科目对照文件中。 

合理性检查：对输入的数据根据其经济意义设置一个合理性区间。如果输入的数值超出区间范围，系统应发出提示信

息，要求检查输入数据。 

信息类型检查：对输入的数据或摘要等信息确定输入的合理类型。当应输人数据时，不能有字母、符号、汉字等非数值

型信息；当应输入摘要时，则限制数字的输入。 

试算平衡检查：对输入的每笔交易都应进行试算平衡检查，查其借方金额之和是否等于贷方金额之和。在某一会计期间

所有输入结束后，还应对总额进行试算平衡。 

2．处理过程控制 

处理过程控制设计的目的是保证处理步骤的适当性。在手工核算系统中，这一功能是靠复核工作完成。在会计电算化系

统中，由于操作员并不能观察到有关数据的处理过程，所以审计人员对此应予以足够的关注。 

管理型软件的设计要力图能维护手工核算下的合理处理过程。但是，我国原有财务软件在这方面的设计并不尽如人意。

如在存在未过账业务时均能结账，且无特别提示等。值得一提的是，软件在打印含有未过账业务的报表时，在所打印的

报表上应作出特别的说明，以防与最终的正式报表产生混淆。 

3．输出控制 

(1)打印预览功能可让操作者在实际打印之前对打印输出的内容、格式进行最后的审核。一旦发现存在错误偏差，能立即

予以修正。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功能，尤其体现在它能减少无效输出资料的数量，从而降低了无效输出资料混入有效输

出资料的可能性。 

(2)对各类输出资料的控制与区别。不论是手工会计核算还是会计电算化，错误的存在总是难免的。在错误修改前后的系

统输出资料，如打印的账簿、报表等，应能予以明确区分。这就要求在打印输出资料上标明打印的日期、时间和序号，

系统应能对所有的打印输出进行登记。进一步讲，这一功能还有防止私自篡改账簿、报表等现象的作用。一般而言，财

务软件均能在输出报表上注明报表所属的会计期间，但报表打印的具体时间，则不在输出报表上给出。更为重要的是，

系统往往都未对所有的打印输出进行严格控制，未对输出的报表标明序号。如1997年11月资产负债表这是第8次输出，则

应在报表上标注“8”。如果说通过打印日期、时间区别报表并不十分可信，因为系统日期、时间能被方便地改动。那

么，在报表上标注序号，并且在审计时要求将本期所有输出报表都提供给审计人员，就能够有效地防止报表混淆或有意

改变报表内容的情况发生。我们看到，系统日志是为审计人员提供审计线索的有力工具，但是，有的软件未能较好地实

现这一功能，还有一些软件竟允许操作人员对其进行删改!这样的系统日志不但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之还可能对审

计人员造成误导。 

4．初始化控制 

在会计电算化系统中，初始化工作包括设置系统参数、设置科目、建立各种账簿文件、录入各种余额数据等。初始化工

作只能进行—次，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后的核算工作。因此，管理型软件必须重视对初始化工作的控制。如同级编



码的会计科目相同，则可能造成以后会计科目的混淆；初始化不正确仍允许记账，也会令其后的维护等工作产生困难。 

5．系统安全控制 

(1)口令。口令的设置一般有用户口令、任务口令两种。用户口令是为每一个合法使用者设置一个口令，允许在其权限内

操作。任务口令是针对不同功能设置不同口令，用户执行多种功能要记住多个口令，相比之下，用户口令设置较为合

理。我国的大多数软件均采用了这一形式。此外，口令越长，其被破译、篡改的可能性越小。 

(2)系统操作日志。系统日志能详细记录各操作人员的操作时间，为审计提供全面的资料。但是，系统日志必须具有不可

改动性，才能为审计人员提供可信任的证明。 

(3)程序接触控制。这一控制主要是防止操作人员对管理型软件程序的擅自改动。管理型软件均以高级语言编制，并在编

译后保存，这在一定程序上起到了程序接触控制的作用。 

(4)数据接触控制。如果系统数据直接以ASCII码保存，使用者将很容易对之进行查阅与改动。这就影响了数据的安全

性。所选的三种软件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将数据文件以其他方式予以储存，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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