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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越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原期初余额）越60原0越60（万

元）；应交所得税越（800垣300）伊20%越220（万元）；所得税费用越

220原60越160（万元）。借：所得税费用 160，递延所得税资产

60；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20。

2009年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越360（万元）；递延所得税

资产期末余额越360伊20%越72（万元）；本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越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原期初余额）越72原60越12（万

元）；应交所得税越（800垣60）伊20%越172（万元）；所得税费用越

172原12越160（万元）。借：所得税费用 160，递延所得税资产

12；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72。

2010年初：税率下调至 10%，需要对已经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重新计量，其影响数计入变化当期的所得税费用。税

率变动对已经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调整越递延所得税资产

年初余额/原税率伊（原税率原新税率）越72/20%伊（20%原10%）越

36（万元）。借：所得税费用 36；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36。

2010年末：转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越276（万元）；递延所

得税资产期末余额越276伊10%越27.6（万元）；本期确认转回递

延所得税资产越8.4（万元）；应交所得税越（800原84）伊10%越

71.6（万元）；所得税费用越71.6垣8.4越80（万元）。借：所得税费

用 80；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71.6，递延所得税资产

8.4。

2011年末：转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越138（万元）；递延所

得税资产期末余额越138伊10%越13.8（万元）；本期确认转回递

延所得税资产越13.8（万元）；应交所得税越（800原138）伊10%越

66.2（万元）；所得税费用越66.2垣13.8越80（万元）。借：所得税费

用 80；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66.2，递延所得税资

产 13.8。

2012年末：转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越0；递延所得税资产

期末余额越0；本期确认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越13.8（万元）；应

交所得税越（800原138）伊10%越66.2（万元）；所得税费用越66.2垣

13.8越80（万元）。借：所得税费用 80；贷：应交税费———应交

所得税 66.2，递延所得税资产 13.8。

上述两种会计处理的结果相同，但确认的重心不同，资产

负债观的重心在于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而收入费用观的重

心却在于确认所得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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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企事业单位都在实施会计信息化，这对提高单位

的会计核算和内部管理水平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一些单位

对实施会计信息化还存在一些模糊的甚至是片面的认识。笔

者通过对用友、金蝶、速达、浪潮、金算盘、神州数码、新中大、

AC990等40余个会计核算与管理软件运用情况的调研，发现

我国会计信息系统建设中普遍存在以下几个误区。

一、会计信息化工作简单化

企事业单位在实施会计信息化工作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

现象：一些工商企业的会计部门采用用友ERP、金蝶K3等软

件的账务处理子系统做账（其他子系统几乎没有使用），编制

会计报表使用国资委指定的“久其报表”软件，购销存业务活

动采用自行研发、或另行购买的其他物流管理软件；一些高校

也只是事业经费、基本建设经费使用不同软件分别建立账套

核算，经费预算、财务决算使用财政部门指定的网上预算系

统、“久其报表”软件编制，出纳使用“网银系统”结算支付，学

生管理使用教务管理软件，人事部门使用Excel进行职工薪酬

管理，国资部门则以主管部门开发的软件进行固定资产管理。

会计信息化程度仅达到这种水平，这些单位竟然说“已经实现

了会计信息化管理”，这未免将会计信息化看得太简单了。

笔者认为，这些单位进行了办公的计算机管理，但只实现

了会计核算电算化（替代手工记账），会计电算化的基本要求

还未达到，离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目标尚远，更不用说“已经

试析会计信息系统建设中的几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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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会计信息系统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工作简单化、理性导向模糊、行业规范缺失、模块构成不够科学和

数据关系尚未理清等误区，以期更好地推进会计信息化建设。

【关键词】会计信息化建设 行业规范 系统模块

窑95窑阴



援 中旬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实现会计信息化管理”了。因为会计电算化的要求是，对单位

的出纳、工资、固定资产等资金流的管理工作以及凭证填制、

过账、报表等会计核算工作，实现无缝链接式的计算机联网运

行。是否联网运行是区分会计电算化与会计核算电算化的关

键标志之一。在上述情况下，这些单位的软件选择、数据结构、

编码方案、系统运行平台等工作都没有做，数据重复输入和存

储，无法联网实现数据共享，必然形成各种“信息孤岛”。

二、会计信息化建设理论导向模糊

在会计信息系统的理论研究上，还有许多模糊认识没有

澄清：很多同类书籍以会计电算化的理论来阐释会计信息系

统；有的则以某软件研发商的某个主流软件版本作为研究对

象，片面地以该软件研发商的理念作为会计信息系统的理论。

所以对会计信息系统的内涵等这些基础性理论若不搞清楚，

对我们实施会计信息化工作是很不利的。

笔者认为，会计电算化是以计算机为主的当代信息处理

技术应用到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工作中的简称，主要是对单

位资金流所涉及的出纳、工资、往来、固定资产管理，以及会计

核算等工作，实现计算机联网运行。它一般以记账凭证、固定

资产卡片等为手段进行资金流的管理。

会计信息系统是指以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和网络技

术等为基础和基本工具，对单位业务流（工商企业则为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和工作流进行管理与核算的信息系统。它以

“数出一门、信息共享”为目标，它的管理手段主要是记账凭

证、固定资产卡片、原始单据等。它除了实现会计电算化功能，

还要进行业务管理。

会计信息系统对业务活动管理的手段是原始单据，如购

销发票、收款单、付款单、入库单、出入库单等。即它以独立于

业务活动的计算机内的原始单据流作为纽带，不断传递、接

收、再现和保存各种业务数据，形成全面、严密的信息网，并模

拟、指导、规范和监控业务活动中瞬时的、或无形的经济业务

流转轨迹，从而达到对企业资源流（即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

工作流）的实时管理。是否采用原始单据流管理业务活动，是

否实行财务业务一体化管理，是区分会计电算化与会计信息

化的关键标志之一。

三、会计信息系统行业规范缺失

会计信息化建设是一项崭新的工作，需要从行业上加强

管理，使之规范运作。然而我国目前在会计信息化的管理上，

仅有财政部1994年、1996年制定的《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

《会计核算软件基本功能规范》和《会计电算化工作规范》等有

关会计电算化的规范性文件，至今尚无会计信息系统的行业

标准和技术规程，这对推进会计信息化建设是很不利的。

由于会计信息系统理论研究滞后和行业标准缺失，以致

最近十多年来会计信息化发展中的成果、经验和教训不能得

以归纳、总结，造成会计信息系统行业标准与技术规程缺失。

还造成我国的会计信息系统软件研发商要么照搬国外的设计

理念、要么凭经验按客户需求闭门造车开发软件的现象。

在会计信息系统软件研发上，我国虽有一些著名的软件

公司，但它们各自为阵、自成体系，软件的系统组成与功能结

构不一，不利于会计信息化建设。如有的软件系统管理员可进

行任何业务流程的处理；有的软件系统不能进行多种业务经

营模式管理；有的软件系统编制利润表时无法进行发生净额

取数等等。这些问题均需行业标准与技术规程来解决。

四、会计信息系统模块构成尚不够科学

我国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会计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

与管理信息系统的构成尚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以致有些模块

构成不够科学。笔者认为，会计信息系统应由财务会计、业务

管理和信息分析三大无缝链接的计算机联网系统构成。

1. 财务会计系统。即我国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会计电算

化”，它以财务会计系统实现计算机信息化管理为目标，由账

务处理、出纳管理、工资管理、固定资产管理、往来管理、会计

报表等子系统组成。它侧重于资金流价值的管理。

2. 业务管理系统。就工商企业而言，业务管理系统即是

供应链系统，包括采购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与存货核算

等子系统。就高校而言，它应包括教务管理、科教研管理、后勤

管理、业务核算等子系统。所以业务管理系统应由业务循环和

业务核算两个部分构成。

工商企业的业务循环各子系统以计算机内原始单据为手

段，对购货与付款循环、销售与收款循环、仓储物流循环等进

行物流、工作流管理。业务核算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将业务循

环子系统的原始单据进行核算，并生成记账凭证传递到账务

处理系统，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管理。

3. 信息分析系统。信息分析系统主要包括财务分析、财

务预算、业务分析和领导查询等子系统，其功能是发挥会计信

息系统的发布、查询、分析和加工利用等作用。

五、会计信息系统数据关系尚未理清

根据有关调查得知，目前不少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业务系

统相互封闭运行，难以适应纷繁复杂的业务活动。

笔者认为，要发挥会计信息系统强大的管理功效，必须将

各系统集成，再造单位业务流程，进行财务、业务一体化管理。

所以必须了解各子系统之间的数据关系、以便区分各子系统

的边界，设计各子系统之间的数据接口，合理组织数据流向；

同时根据数据的来龙去脉和数据输入输出先后次序，确定各

子系统实施的先后顺序。

业务管理系统与财务会计系统之间表现为双向的数据控

制联系和数据传递联系，信息分析系统主要是从上述两大系

统中获取数据，其中业务核算（工商企业为存货核算）、账务处

理是其核心子系统，是消除“信息孤岛”，达到财务、业务一体

化管理的关键子系统。根据上述要求，笔者构造了一个工商企

业会计信息系统内部数据关系图，因篇幅所限，此图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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