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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中旬

当前通过地方财政部门审批的财务软件很多，不同单

位可依据各自需要选择适合的财务软件，然而软件的数据

处理原理较难理解。本文基于工作实践总结了一种易于理

解会计电算化数据处理原理的方法，供广大会计人员参考。

一、理解数据库的概念

财务软件采用 Access/ForPro或 SQL Server2005/Oracle
等关系数据库管理软件设计开发。要理解财务软件数据处

理原理，必须先理解数据库的概念。简单来说，关系数据库

可以看成由一系列二维表组成，表又由“行”和“列”组成，每

一行是一条记录，每一列是一个字段。表与表之间可以建立

关系（或称关联、连接），以便获取相关联的信息。为了便于

理解，下面以“表”来说明会计电算化数据处理原理。

会计信息系统中的凭证、账簿、报表等会计数据都是以

这种表的形式保存。会计信息系统中存在着多个这样的表，

如凭证表（存放企业各种凭证数据）、汇总表（存放所有科

目期初余额、本期借方发生额、本期贷方发生额、期末余额

等数据）、科目表（存放所有科目的代码、名称、类型、性质

等数据）。若干相关联的表就组成了会计信息系统数据库。

二、会计电算化数据处理原理

1援 初始化设置的数据处理原理。初始化包括建立账套、
设置操作员及其权限、设置会计核算科目及辅助账、定义凭

证类别、录入基础档案、期初数据等工作。设置的基础信息

形成了会计核算必需的数据，这些数据保存在诸如科目表

文件、期初余额表文件、常用摘要表文件中，即保存在一张

张由行和列组成的“表”中。例如，甲企业 2010年 1月 1日
期初余额表如表 1所示：

2援 录入、审核记账凭证的数据处理原理。用户在界面中

看到的是与手工凭证格式相差无几的电子凭证，这些凭证所记

载的数据同样以“表”的形式保存，即将产生的凭证存放在凭证

表中。现举例说明：

2010年 1月 1日，甲企业会计人员王某在电脑中录入本月
第 1、2、3张记账凭证如下，会计李四审核这三张凭证。

借：库存现金 800
贷：银行存款 800

借：应付账款 11 700
贷：银行存款 11 700

借：银行存款 23 400
贷：应收账款 23 400

系统依据记账凭证各要素设置凭证表的列，凭证具体数据

形成了凭证表的行。上述三张记账凭证形成了凭证表的六条记

录，如表 2所示：

会计人员录入的凭证越多，凭证表的行就越多。由于数据

的这种存放方式，会计人员可以在同一张凭证上填制多笔会计

分录，甚至可以将同一天的所有业务记录在一张凭证中。

由于凭证审核或取消审核操作实际上都是对表中数据进

行的修改处理，未审核凭证可以随时修改、删除，已审核凭证可

以通过反审核操作进行“无痕迹”修改，所以表 2所示的凭证表
数据并不稳定，是一个临时文件。该文件内容不能作为系统进

行各种运算处理的基础数据。

3援 记账的数据处理原理。电算化的记账过程就是一个数据
传递、运算处理的过程。具体来说分两方面同时进行。

科目编号

1001
1002
1122
…

科目名称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

方向

借

借

借

…

期初余额

3 000
180 000
35 100
…

表 1 期初余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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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计电算化数据处理原理一直是财会人员学习的难点，为正确理解这一知识点，本文创新性地采用简单明了

的方式从初始化、录入及审核记账凭证、记账、账簿查询及输出四个方面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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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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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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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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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2202
1002
1002
1122

科目名称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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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

贷

借

贷

借

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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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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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700
23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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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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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

王某

王某

王某

王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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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

李四

李四

李四

李四

表 2 临时凭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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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记账处理时，将临时凭证表中已审核的记录删除，转
移到稳定的“正式凭证表”中存放，该正式文件被系统保护，不

能被删除，其数据不能被修改，成为真正合法有效的凭证数

据。由此可见，记账是形成系统正式有效数据的一个关口，通

过记账处理，正式形成了系统进行各种运算处理的基础数据。

（2）科目分类和汇总。将凭证表中的记录按科目编码进行
分类登记、汇总等运算处理，更新“科目发生额及余额表”中的

数据。会计系统中，科目的余额（包括期初余额、期末余额和当

前余额）、科目的发生额（包括某一会计期间的合计发生额、本

年累计发生额）是最基本的会计核算数据。这些核算数据，一

方面来源于系统初始化录入的余额，另一方面来源于凭证记

账过程自动运算产生的数据。

假如上述甲企业三张凭证当日全部记账，科目发生额及

余额表如表 3所示：

以表 3中的“银行存款”科目为例：期初余额来自表 1中
的数据180 000，本期发生额来自表 2移入“正式凭证表文件”
的记录，系统自动按科目编号分类筛选，将科目编号=“1002”
的记录筛选出来并汇总处理，借方发生额为 23 400，贷方发生
额为 12 500（800+11 700），期末余额为 190 900（180 000+23400-
800-11 700）。
会计人员每记账一次，该表数据就更新一次。从数据处理

过程来看，期初余额表、正式凭证表、科目发生额及余额表之

间存在联系，这三个表文件是会计电算化系统数据库的组成

部分。系统记账次数不限，已审核的凭证随时可以记账，且记

账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快速高效。这样，企业可随时了解各科

目最新的借贷发生额、余额数据，及时了解财务信息，实现会

计数据实时查询。而手工会计则做不到这一点。

到了月末，所有凭证全部记账完毕，由于科目发生额及余

额表包括了本月各账户的期初、期末余额及发生额，所以该表

可以代替手工会计的总账和科目汇总表。

4援 账簿查询、输出数据处理原理。会计人员查询账簿数
据之前必须录入查询条件，如查询的科目范围、时间范围、凭

证编号范围、金额范围等信息。系统可随时依据用户输入的条

件自动对记账凭证表中的数据进行查找、分类、筛选、汇总等

运算处理，产生满足查询条件的临时数据文件。用户退出“查

询输出”模块后，临时数据文件被系统自动删除。由于电脑运

算速度快，会计人员感觉不到所查账簿是临时产生的。

在会计电算化系统中，日记账、明细账、总账、辅助账、报

表的数据都来源于凭证表文件，所有数据由电脑自动取数运

算，快速便捷，可做到随查随得。例如，现金日记账数据取自

“库存现金”科目的发生额，总账数据取自汇总到一级科目的

发生额。以上述甲企业为例，会计李四查询 2010年 1月 1日
银行存款日记账，选择查询条件：账簿类型为“日记账”；科

目=“银行存款”；日期为“2010-01-01至 2010-01-01”。系统
根据相关信息自动取数运算，快速显示结果如表 4所示：

三、总结

从会计电算化数据处理原理来看，一方面，经过记账处理

后产生的凭证表、科目发生额及余额表、依据查询条件自动显

示输出的各类账簿中的数据由系统自动运算处理，人工不能

干预，会计人员对显示输出结果只能“看”不能“改”；另一方

面，系统账表的原始数据都来自记账凭证，是对同一数据经过

多次调用运算后以不同的格式和要求显示的结果。由上述两

方面产生了与手工会计截然不同的操作方式，具体表现如下：

1. 日记账、明细账、总账数据来源相同且由系统自动运
算处理，凭证正确则账簿数据正确，凭证错误则账簿数据错

误。从理论上讲，账账之间不存在核对关系。系统之所以进行

对账，是为了防止计算机病毒干扰、电脑硬盘扇区损坏而造成

数据破坏。

2. 发现账簿数据错误，原手工会计下账簿错误修正方法
已不适用，会计人员只能修改与之有关的错误记账凭证，对修

改后的凭证审核记账后就可以报出正确的账簿数据。

3. 记账、算账、报账由系统自动完成，会计人员对此不需
花费多少精力。记账凭证成为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数据处理

的源头，因此录入正确的记账凭证成为会计人员的一项重要

工作。为防止“垃圾信息进，垃圾信息出”的风险，财会人员要

做好凭证防错与纠错工作，凭证要经过制单员、审核员、出纳、

电算化主管多人审核后方能记账。

4. 与手工会计相比，初始化数据录入与设置是会计电算
化独有的功能模块，其录入数据是否正确，参数设置是否科

学、合理，都将直接影响以后会计处理的正误，甚至决定会计

电算化账套运行的成败。因此，做好初始化信息的整理和录入

工作成为财会人员的一项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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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科目发生额及余额表

1001
1002
1122
…

科目编号
发生额

科目名称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噎

期初余额

3 000
180 000
35 100
噎

800
23 400

噎

12 500
23 400
噎

期末余额

3 800
190 900
11 700
噎

借方 贷方

表 4 银行存款日记账

摘要

期初余额

提现

付货款

收货款

合计

2010年

1
1
1
1
1

月

1
1
1
1
1

日
凭证编号

记0001
记0002
记0003 23 400

23 400

借方

800
11 700

12 500

贷方 方向

借

借

借

借

余额

180 000
179 200
167 500
190 900
19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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