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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蝶KIS系统应用障碍诊断与处理

【摘要】应用财务软件已经成为信息化时代提升会计工作效率、规范财务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金蝶 KIS系统作为当

今主流财务软件被广泛应用，本文针对软件应用中出现的各种障碍，解析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排除障碍的具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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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蝶 KIS标准版是当今主流财务软件之一，也是江苏省

普通高校初级会计电算化技能考试应用软件。将其应用于企

业会计核算和管理工作后，业务得到了比较规范的管理，财会

工作效率也得到较大提高，但由于对软件功能模块之间的集

成缺乏足够认知，往往会遭遇应用障碍而阻断财务业务一体

化处理进程。

一、建账与初始化

1. 创建账套。

（1）一级会计科目代码长度修改问题。解析：KIS系统会

计科目是树形分支结构，在建账向导中选择企业所属的行业

时，若选择“工业企业”或“商品流通企业”等行业，则一级科目

代码长度自动默认为 3；若选择“企业会计制度”或“小企业会

计制度”，则一级科目代码长度自动默认为 4，且选定后一旦

完成建账，用户无法修改，只能重新建账。

（2）添加明细科目时，系统提示“科目代码格式错误，正确

的科目代码格式为：……”。解析：二级及以下科目的代码可由

用户自行拟定，但自定义科目代码的编排方式要与预先选定

的会计科目级数及各级长度相符。处理：若科目代码定义为

4-2-2-2-2-2，当增设一个二级科目时代码必须对应为 6位

数（即 4-2），其中前四位数与所属一级科目相同，后两位数可

以按自然数顺序编号。

2. 基础资料修改。

（1）在添加核算项目（如往来单位、部门）时，系统提示“根

据系统在账套高级选项中的设置，不允许分级设置核算项

目”。处理：点击［账套选项］的［高级］按钮，在［系统］标签页中

勾选“允许核算项目分级显示”选项，再添加下一级核算项目。

（2）特殊科目定位问题。解析：KIS系统设置了 6个特殊

科目，分别为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本年利润，其图标显示与其他科目不同。这些

科目与后续操作中的现金日记账、银行存款日记账、固定资产

明细账（固定资产卡片）、结转损益形成功能链接。处理：在修

改会计科目时，上述科目只能修改科目名称与代码，但科目所

在的位置不能改变，必须对应特殊图标。

（3）发现币别设置存在错误，点击［删除］按钮后，系统提

示“币别本年已有业务发生，不能删除”。解析：该币别已经与

某一特定会计科目挂钩，或者在初始数据中已经录入了外币

原币金额。处理：先将［初始数据］的外币原币金额删除，再进

入［会计科目］将某一特定会计科目的币别核算选择为“不核

算外币”选项，才能删除币别。

3. 初始数据录入。

（1）往来科目（如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只能录入某一个客

户或供应商的初始应收应付总额，无法反映业务编号、业务发

生日期、业务摘要、客户代码或供应商代码等详细信息。解析：

在往来科目属性设置时，只是以每一个客户或供应商为核算

单位，而没有以每一笔具体业务为核算单位。处理：进入［会计

科目］，在往来科目修改界面，选择核算项目为“往来单位（客

户或者供应商）”，并勾选“往来业务核算”选项。

（2）固定资产卡片录入。淤［基本-入账信息］和［折旧与

减值准备信息］标签页的“累计折旧”、“已提减值准备”项目录

入问题。处理：如果增加的是一项全新固定资产，或是一项已

使用过，但无法合理确定在入账时已提折旧等相关信息的固

定资产，［基本-入账信息］标签页中的“累计折旧”、“已提减

值准备”项目不填。从初始入账至账套启用时已提折旧等相关

信息填入［折旧与减值准备信息］标签页的对应栏目。于［折旧

与减值准备信息］标签页的“预计净残值”项目录入问题。解

析：预计净残值的计算结果由系统自动给出，计算依据是固定

资产类别中预先设置的预计净残值率和手工输入的固定资产

原值。处理：在原值输入无误的情况下，如果系统给出的预计

净残值与企业估计数不符，需要先到固定资产类别中修改预

计净残值率；如果已经设置了预计净残值率，但某一单项固定

资产的预计净残值需要单独估计，可以直接手工修改“预计净

残值”栏目。

4. 试算平衡已经通过，但无法启用账套。现象：在系统显

示“试算平衡表已平衡”，进入［启用账套］后，在该向导中系统

显示“损益类科目的本年实际发生额屹损益类科目的本年累

计发生额垣本年利润科目余额，以后‘损益表’的数据可能不

正确，是否继续？”解析：如果直接点击［是］，虽然可以进入日

常处理界面，但在期末编制利润表的“本年累计数”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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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上取数］的“损益类科目本年累计发生额”函数引出的数据

将会有误。处理：先退回到［会计科目］，检查损益类科目的余

额方向是否正确，再进入［初始数据］，检查损益类科目的“本

期累计损益实际发生额”栏内有无准确输入与“累计借方”和

“累计贷方”相同的金额。

二、账务处理

1. 凭证录入。

（1）录入需要数量辅助核算的会计科目，在已经设定数量

金额自动计算的情况下，系统提示“警告：数量和单价的乘积

与原币金额不相符，是否继续？”解析：在借贷方金额栏直接手

工输入了金额，而没有输入单价、数量。如果直接点击［是］，过

账后无法在数量金额总账及明细账中查询到有关数量的数

据。处理：选择这类会计科目后，先输入单价、数量，系统会自

动算出金额，并显示在借或贷方金额栏内。

（2）在选取某一个会计科目，点击［确定］后，系统反复弹

出会计科目表，多次反复后系统自动退出。解析：说明获取的

该会计科目不是最明细科目。处理：点击［垣］展开下级科目，

选择所属的最明细科目。

2. 凭证查询。

现象：点击［凭证查询］后，在凭证过滤窗口选定了查询范

围为“全部”，没有显示出一张记账凭证。处理：点击［系统维

护］的［用户管理］，进入“用户权限分配”界面，检查当前操作

员不仅要具有凭证查询权限，且权限范围必须为所有用户。

3. 凭证修改。现象：凭证采用红字更正法修改时，［编辑］

菜单的［冲销］命令灰化，不可执行。处理：先检查待冲销的凭

证是否已审核过账，再检查当前操作员是否具有凭证冲销权

限，在冲销前还要选定该错误凭证。

4. 凭证处理的内部控制问题。

（1）为保证凭证内容的完整性，在［账套选项］的［凭证］标

签页，勾选“凭证需要凭证字”、“凭证没有摘要不能保存”选项。

（2）为加强凭证审核程序的实效性，在［账套选项］的［凭

证］标签页，勾选“凭证过账前必须经过审核”、“只能修改本人

审核的凭证”选项；在对用户授予凭证审核权限时，不勾选“修

改其他凭证或单据”选项。

（3）通过［工具］菜单的［科目预警设置］，设置库存现金限

额、存货领用限额等项目。

5. 期末处理。

（1）期末调汇。完成期末调汇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淤存在需要进行期末调汇的会计科目；于本期外币业务凭证

已过账；盂期初汇率与期末汇率存在差异。

解析：淤期末调汇时，无法进入向导，系统提示“本期没有

外币业务，没有必要进行期末调汇”。处理：在［系统维护］的

［会计科目］中检查设置为外币核算的会计科目，有无勾选“期

末调汇”选项；再检查本期外币交易的凭证是否已过账。于期

末调汇时，已经进入向导，系统提示“外币调汇金额合计数为

零，是否继续进行期末调汇并生成凭证”。处理：退回向导的上

一步检查期末汇率输入是否正确。盂完成期末调汇向导，生成

凭证中汇兑损益金额出错。处理：检查本期外币交易的凭证是

否有错。如果有错，先删除期末调汇凭证，再修改本期外币业

务凭证。

（2）自动转账。现象：在完成自动转账凭证设计后，点击

［生成凭证］按钮，系统提示“所有需要结转的科目均已结平，

没有生成转账凭证”。处理：检查与该自动转账凭证相关联的

凭证是否已过账。如计提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自

动转账凭证在生成前，工资费用分配凭证必须先过账。再检查

转账方式选择是否正确。如果转账方式选择不当，就会造成通

过取数公式取到的账上数据是零（清零）。

解析：淤转账方式选择原则：借贷两方必须一方为“转

入”，另一方为“转出”。对于一借多贷凭证，可以将借方设置为

“转入”；对于多借一贷凭证，可以将贷方设置为“转入”；对于

一借一贷凭证，哪一方选择为“转入”或“转出”均可；对于多借

多贷凭证，哪一方选择为“转入”或“转出”均可，但“转入”方要

设置比例。于在“转出”方，如果［账上取数］的科目代码与自动

转账凭证的科目代码相同，选择“按比例转出余额”或者“按比

例转出发生额”。如结转“本年利润”（盈利）金额至“利润分

配———未分配利润”，借：本年利润（按比例转出余额，转账比

例 100%）；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转入），且借贷方的

转账方式不能互换。盂在“转出”方，如果［账上取数］的科目代

码与自动转账凭证的科目代码不同，选择“按公式转出”。如按

14%计提管理人员福利费，借：管理费用（转入）；贷：应付职工

薪酬———职工福利（按公式转出），其本位币金额公式为：“应

付职工薪酬———工资”科目贷方发生额伊0.14，且借贷方的转

账方式可以互换。榆如果是需要数量辅助核算的科目，还必须

设置数量公式。

三、固定资产管理

1援 在［账务处理］模块的［凭证录入］中，输入涉及固定资

产业务凭证时，系统提示“不能直接输入有关固定资产的记账

凭证，请在固定资产处理部分输入固定资产的详细资料，并输

入本凭证”。解析：凡是凭证涉及“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或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这三个特殊科目的，不能直接手工录入

凭证。处理：进入［固定资产］模块的［变动资料录入］，先建立

固定资产卡片，并在卡片界面中完成凭证编制。

2援 变动资料查询没有显示。解析：本期固定资产变动卡

片只有在已过账后方可在变动资料查询中显示。

3援 固定资产变动卡片显示已过账标记，但未显示已审核

标记。解析：如果直接在［账务处理］模块中进行凭证审核，只

能审核固定资产相关凭证，不能审核固定资产卡片。处理：对

固定资产变动资料的审核需要在［固定资产］模块中进行，在

审核固定资产卡片的同时连带生成的记账凭证也会一并完成

审核。

四、职工薪酬管理

1援 工资计算方法设计时，提示“语法错误”。解析：工资计

算方法涉及标点符号的必须使用英文标点；除了 0 ~ 9可以直

接用键盘数字键手工录入，其他运算符、条件语句、工资项目

都需要通过引导输入；参与数据计算的工资项目类型必须选

择为数值型，如基本工资、奖金、津贴等，文字型工资项目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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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逻辑判断的条件，但不能参与数据计算，如职员代码、职

员姓名、银行账号等。

2援 工资数据输入时，打开“所有工资数据”输入过滤器，

没有显示职工名册。解析：职员类别不能定义为“不参与工资

核算”。处理：为了后续工资费用分配，进入［系统维护］的［核

算项目］，在［职员］标签页中按照职工所在部门和工种的不同

详细设定职员类别，并为每一位职员选定一个相应的类别。

3援 工资费用分配。现象：生成的“结转工资费用”凭证金

额与应付职工工资总额相符，但借方分录行数与职工类别不

对应；或者借方分录行数与职工类别相符，但金额与应付职工

工资总额不符。解析：工资费用的分配以职员类别为依据，工

资费用分配参数设置时职工类别、工资项目、费用科目代码、

应付工资代码需要一一对应设定，即每一个职工类别寅一个

工资项目寅一个费用科目寅一个应付工资科目。

处理：

（1）检查工资数据输入是否正确。

（2）在工资数据输入正确的情况下，检查工资费用分配参

数的四个选项是否一一对应设定。如行政管理人员类别寅应

发工资项目寅“管理费用”科目寅“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如果

误设为“制造费用”科目，其工资金额就记入“制造费用”科目，

而不是“管理费用”科目。

（3）在工资费用分配参数设置无误的情况下，进入［系统

维护］的［核算项目］，检查［职员］标签页中每一位职员的类别

是否选错。如行政管理人员类别的职工误设为车间管理人员

类别，其工资金额也会记入“制造费用”科目，而不是“管理费

用”科目。

（4）在重新进入分配向导时，必须先将本月该“结转工资

费用”凭证删除，否则系统提示“本期已经进行了工资费用分

配，是否继续？”还必须先将原设错的科目代码框内的科目代

码用 Del键清空。

4援 工资费用科目不能是多核算项目。如“管理费用———

职工薪酬”不能下挂部门、职员两个核算项目，只能下挂部门

或者职员单一核算项目。

五、出纳管理

1援 进入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界面，［文件］菜单

中没有［从凭证引入现金日记账］、［从凭证引入银行存款日记

账］命令。处理：点击［账套选项］的［高级］按钮，［出纳］标签页

勾选“可以从凭证引入现金日记账”、“可以从凭证引入银行存

款日记账”选项。

2援 执行［从凭证引入现金日记账］、［从凭证引入银行存

款日记账］命令后，系统提示“没有符合条件的数据供引入”。

处理：检查当期凭证中有无使用“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科目

的业务；再检查是否对出纳员授予了出纳管理操作权限中的

引入数据权限，以及权限范围是否为所有用户（因为本期可能

有多名制单人）。

3援 引入的日记账记录数多于或者少于正确记录数。解

析：凭证中科目使用有错误，需要更正错账后，重新引入。

4援 引入的日记账记录数、金额正确，但期末余额不符。解

析：先导步骤中未设现金初始余额或银行存款初始余额。需要

先将当期日记账记录删除，完成出纳系统初始设置后再重新

引入。

5援 执行［从凭证引入银行存款日记账］命令后，系统提示

“引入了几条日记账资料”，但界面没有任何显示。解析：在“银

行存款”科目下设多个明细科目的情况下，进入［银行存款日

记账］，在查询条件设置界面的银行存款科目下拉选框中选择

某一具体明细科目，否则系统默认显示该科目下的第一个明

细科目的日记账。

6援 银行对账时，业务资料不全。解析：银行对账主要核对

结算方式、结算号、金额以及金额方向。如果缺少结算方式、结

算号，说明录入凭证时涉及“银行存款”科目的相关资料未填

写完整。可以先取消勾对，进入凭证界面补充完整对账信息，

再进行勾对。

7援 支票领用与核销。

（1）支票领用登记时，系统提示“支票号码不在该账号的

支票号码范围内”。处理：检查支票购置登记时，输入的支票号

码是否正确；单本支票号码输入时用“-”作为起止符，多本支

票号码用“，”作为分隔符，并且必须都是英文标点。

（2）执行［编辑］菜单的［从凭证获取报销数据］，系统提示

“凭证中无未核销支票的数据”。处理：检查是否同时满足以下

条件：淤存在使用支票作为结算方式的凭证；于支票对应的结

算号必须是已经领用的支票号；盂凭证中的币别与领用支票

的币别对应。

六、会计报表管理

1援 资产负债表。

（1）年初余额的填制。处理：账上取数的会计年度选定为

“本年”，会计期间选定为“1”，取数类型选择“期初余额”。

（2）单元内容显示“#循环引用”、“#语法错误”、“#科目

与核算项目不符”，无法得出具体数据。解析：等式两侧引用的

单元地址重复，单元格显示“#循环引用”，如 A2=SUM（A1：

A2）。等式中使用了中文标点，单元格显示“#语法错误”，如

A3=SUM（A1：A2），其中的“（）”和“：”必须用英文标点。账上

取数的科目代码与下挂的核算项目不对应，单元格显示“#科

目与核算项目不符”，如下挂“往来单位”的应收账款科目，［账

上取数］的项目类别误选为“部门”等。

2援 利润表。

（1）上期金额的填制。处理：账上取数的会计年度选定为

“去年”，会计期间选定为“本期”，取数类型选择“损益类科目

实际发生额”。

（2）手工输入取数公式时，无法得出具体数据。解析：通过

表内现有数据加减获得结果的项目，如营业利润、利润总额、

净利润，无需通过［账上取数］，可以手工直接输入计算公式。

但在输入时必须先选定运算结果填入的单元格，公式表达式

前面必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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