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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计视角评价财务软件功能

山东工商学院 王风华

【摘要】对财务软件功能的评价应该多角度进行。本文改变了评价财务软件功能的传统思维模式，从会计信息监督者的

角度———审计的视角来对财务软件功能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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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软件中的“取消记账”与“取消结账”功能对审计

的影响

据笔者调查，目前市场上大多数的财务软件都提供了“取

消记账”和“取消结账”的功能。取消记账，就是将已记账的凭

证通过记账的“逆向”过程，恢复到记账前的状态，简言之，就

是把已经登记的任何月份的账簿记录无痕迹地擦掉。有些财

务软件提供的“取消记账”功能不仅可以“恢复到最近一次记

账前状态”，而且可以“恢复到本月月初状态”。取消结账，就是

将已审核记账并已将本月各账户余额和发生额结转至下月的

会计账簿，恢复到结账前的状态。“取消结账”过程的实现依赖

于进行结账处理时保留的结账线索，沿着这些结账线索进行

逆向处理，就可以使系统返回到结账前的状态。

财务软件提供的“取消记账”、“取消结账”功能，虽然在某

些时候（如大量错误凭证被登记入账、账证不符等）给会计人

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却为审计工作埋下了隐患。由于“取

消记账”、“取消结账”功能的使用，可以使会计人员在以后的

任意时间简单、方便、无痕迹地改动相关的会计数据，甚至篡

改后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以前手工账由各人分别编制凭证、

登记账簿，审计人员在审计时通过墨迹或笔迹可以很容易地

发现审计线索，而目前大多数财务软件对更改的会计事项没

有提供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痕迹记录。有的财务软件根本不

提供这类逆向会计操作的痕迹记录，有的也只是在操作日志

中记录了何人何时使用过这些逆向操作功能，至于具体操作

则无从得知。这无疑增加了审计工作的技术难度，使审计人员

在审计时很难发现审计线索，更不用说采集到合适的审计证

据了。

二、财务软件中的“无痕迹修改凭证”功能对审计的影响

所谓“无痕迹”，即不留下任何曾经修改的线索和痕迹。有

些财务软件的账务处理系统中明确规定，以下两种情况下的

错误凭证可实现无痕迹修改：一是对于已经输入但未审核的

机内记账凭证可以直接修改；二是对于已经通过审核但尚未

记账的凭证可以先取消审核再修改。以上两种情况下的错误

记账凭证，虽然按照财务软件提供的功能都可以做到无痕迹

修改，但是根据有关会计法规的规定，只有第一种情况下的直

接修改具有合法性。因为《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第十

七条明确规定：“会计核算软件应当提供对已经输入但未登账

的记账凭证的审核功能，审核通过后即不能再提供对机内凭

证的修改。”而第十九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在已经输入的原始

凭证审核通过或者相应记账凭证审核通过或者登账后，原始

凭证确需修改，会计核算软件在留有痕迹的前提下，可以提供

修改和对修改后的机内原始凭证与相应记账凭证是否相符进

行校验的功能。”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有关会计法规对会计差

业实务中大多是简化核算的。

模糊认识三：存货转销中回收的残料需不需要将对应的

进项税额重新转回？是作为“进项税额转出”的红字冲回还是

作为“进项税额”重新确认？

例 4：企业因发生火灾，对财产进行清查，发现盘亏 A材

料一批，价值 30 000元。经上级部门批准，盘亏的 A材料是自

然灾害造成的，应向保险公司索赔 10 000元，另有残料回收

价值 2 000元。

一般的账务处理为：淤清查时：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35 100元；贷：原材料———A材料 30 000

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5 100元。于上

级部门批准后：借：其他应收款 10 000元，原材料 2 000 元，

营业外支出23 100元；贷：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

产损溢 35 100元。

对此笔者认为不妥，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当原

材料发生非正常损失时，其相应的进项税额应该转出，从发生

损失当期的进项税额中扣减。所以上述经济业务清查的账务

处理正确，而经上级批准后的账务处理没有考虑回收残料的

进项税额。笔者认为如果非正常损失中有残料回收入库，回收

的残料与原先发生毁损材料的类别已经发生变化，因此应视

为特殊形式的原材料入库，其对应的进项税额应列入抵扣的

范围，在入库当期通过“进项税额”重新确认，不应作为毁损清

查时“进项税额转出”的红字冲回，即上述账务处理应改为：

借：其他应收款 10 000元，原材料 2 000元，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40元，营业外支出 22 760元；贷：待处

理财产损溢———待处理流动资产损溢 35 100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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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更正方法的规定，也都强调了更正会计差错要有痕迹记录，

其目的就是要做到有案可稽、有据可查，为审计工作留下线

索。而财务软件提供的“无痕迹修改凭证”功能，不仅违背了

《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中有关会计差错更正方法的规

定，而且在原始凭证、记账凭证、会计账簿等方面很少甚至没

有提供必要的“有痕迹”修改的记录，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

审计工作的技术难度。

三、财务软件中的“反复核”与“成批审核”功能对审计的

影响

财务软件中的“反复核”，又称“取消审核”，就是在已审核

通过但没有登记会计账簿之前，发现了会计核算工作差错，通

过该功能将已经复核的会计凭证由该凭证的审核人取消审核

标记，以便制单人对其进行修改或增删。当前绝大多数的财务

软件都提供了“取消审核”或“反复核”的功能，会计人员在取

消审核或反复核后可对凭证进行任意修改，且不留下任何修

改痕迹。该功能在方便纠错的同时也为会计人员篡改会计资

料提供了便捷的工具。在对财务软件的市场调查中，笔者还发

现有一部分财务软件提供了“成批审核”的功能，而且对该功

能没有任何使用限制。学过会计的人都知道，凭证审核的目的

是对经济业务的会计记录进行再次监督，审核人员应该严肃、

认真地逐笔审核并签字确认。而财务软件提供的“成批审核”

功能却允许审核人员在没有看到每一张凭证的情况下，一次

性对所有的凭证进行审核并签字。该项功能的使用虽然提高

了工作效率，却降低了审核质量，使审核工作形同虚设。在这

种情况下，审计人员在审计时就应该扩大凭证的抽样范围，以

降低审计风险。

四、财务软件中灵活的参数设置功能对审计的影响

根据对财务软件的调查，笔者发现，大多数财务软件都提

供有灵活的参数设置功能，只不过功能名称不同，有的称为

“选项”，有的称为“核算规则”等。当然，财务软件提供较多的

参数供用户自由设置的目的是方便会计人员，比如有的财务

软件提供了“允许修改他人填制的凭证”、“制单人与审核人可

以为同一个人”、“凭证未审核允许过账”等等，用户可以自由

选择这些参数。一旦选定其中的某个参数，以后的会计核算系

统都会自动按照该参数预定的规则进行核算。但这些参数如

果设置不当，将会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系统里的任何人都可以

修改别人填制的凭证，未经过审核的凭证也可以顺利过账，就

连制单和审核不能为同一个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在这里也可以

取消。这将直接影响到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实施的符合性

测试程序以及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进而会影响到实质性

测试程序。

五、财务软件中系统管理员的高度集权对审计的影响

目前几乎所有的财务软件中，系统管理员都属于超级用

户，他具有凌驾于所有用户之上的权利，系统中所有的业务操

作员的权限都由他分配，他可以授予任何权限给任何人，但却

没有人对系统管理员进行监督。财务软件中的这项制度设计

显然不符合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缺乏对权利的相互牵制。甚

至有的财务软件允许系统管理员对任何用户的密码进行修

改，并且修改后系统管理员可以删除系统日志中的记录。可以

想象，在这样的内部控制制度下，即使其他用户的权限分配符

合内部控制的原则，但如果系统管理员想舞弊，他可以修改任

何用户的密码，然后以该用户的身份进入系统篡改数据，之后

再删除系统日志记录，不留下任何痕迹。

六、财务软件中的“建立多套账”功能对审计的影响

在国内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商品化财务软件都提供了可

建立多套账的程序，有的软件最多可建立 99 999套账。根据

有关会计法规的规定，每个独立核算的单位只能建立一套账，

不允许建立账外账。而财务软件提供的“建立多套账”功能就

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一个核算主体从多层次、多角度的部

门核算、科室核算提供了方便，但另一方面也为一个单位设置

多套账、账外账、偷逃税等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果不法分子配

合财务软件提供的“数据恢复”功能同时使用，可以说会计信

息造假就天衣无缝了。即平时根据不同的需要建立多套账，并

随时进行数据备份，一旦审计部门来审计或主管部门进行检

查，随时可以把其他的账套从系统中删除，只留下一套应付审

计或主管部门检查的合法账套。等审计或检查完毕，用户可以

马上进行数据的恢复，重新把已经备份的多套账引入财务信

息系统。在系统日志中即使有相关的操作记录，系统管理员随

时可以清除，不留下任何痕迹。在这种情况下，审计人员即使

经验再丰富，也很难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财务软件中提供的“无痕迹修改凭证”、“反复核”、“取消

记账”、“取消结账”等特殊功能，在使会计人员的工作变得更

加便捷的同时，也使会计造假变得更加隐蔽和方便。在财务软

件的终端用户缺乏应有的自律和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以及有

关部门缺乏对财务软件程序开发、使用的有效法律监督的情

况下，这些特殊的功能设计更加剧了会计信息失真，进而加大

了审计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审计风险，使审计工作变得更加复

杂和困难。而作为会计电算化工作的主管机关———财政部门，

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财务软件的审批与监督管理工作。对财务

软件提供的逆向操作功能，要求财务软件必须同时提供能够

反映经济事项来龙去脉的痕迹记录功能；对财务软件中的“反

复核”、“取消记账”、“取消结账”等功能作出相关的明确规定；

明令禁止财务软件提供具有会计舞弊功能性质的跨年度“取

消结账”功能。同时，财政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财务软件版本

升级的监督工作，要求软件公司在增加新功能或版本升级时

必须重新报送相关部门审核，以取得对新版本的许可。只有这

样，才能有效地遏制会计人员利用财务软件中的特殊功能舞

弊，加强计算机会计信息系统的可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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