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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电算化系统的一般控制

1. 组织控制。组织控制就是对会计电算化系统的不相容

职务进行分离。在会计电算化系统中，程序设计、计算机操作

和数据的保管是三个基本的不相容职务，必须加以分离。程序

设计是系统开发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程序若被破坏或非法

修改，危害很大。程序员只能负责程序的编制和修改，不能参

与数据的输入和处理等现场操作工作。同样，负责计算机操作

的人员不再负有编程和修改的责任。另外，会计电算化系统的

数据和文件的保管要由程序员和操作员以外的第三人负责，

这也是很重要的职务分离措施。这种分离措施进一步保证了

程序员和操作员分离目标的实现。下面是企业会计电算化系

统组织控制的职务分离设置图。

上图中的职务分离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实行会计电算化系

统的企业规模的大小。例如，大型企业具有较强的系统开发能

力，可以分别设置系统分析员和程序员，而中小型企业则可设

一人兼任。又如，有的企业控制部门职能直接由电算化部门来

实施，文件保管部门属操作部门的下属机构，但又与操作机构

并行。会计电算化系统的职务分离不论如何变化，系统设计和

系统操作这两个不同领域的职能都必须在系统组织高层次中

加以严格分离。这种组织控制是会计电算化其他控制方式的

基础，它贯穿于系统开发、运行的全过程。

2. 开发过程控制。会计电算化系统的开发是一个复杂的

系统工程，它要经过系统分析、功能设计、模块设计、程序编

制、程序调试、系统并行运行和移植投入使用等七个阶段。为

了保证系统开发各环节工作的相互衔接，使系统能按时保质

投入使用，应对系统开发过程加强控制。

开发过程常用的控制方法有：淤让使用部门参与系统开

发的各项工作。会计电算化系统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原

有的手工处理系统的一次革命，它不仅改变了处理手段，也改

变了处理程序。这些变化势必对系统使用部门提出掌握新技

术、了解计算机指令处理程序的要求。同时，系统开发部门在

系统分析、功能设计等环节也必须得到业务处理部门的协助，

让他们提供有关处理原则和要求。因此，让使用部门积极参与

开发工作是保证会计电算化系统开发成功和运行顺利的关

键。于利用系统开发进度表来保证重要工作按期保质完成。常

用的进度表有系统设计进度表和功能完成进度表。盂充分进

行程序调试、系统调试以及使用部门验收调试。程序调试是系

统调试的基础，而系统调试是使用部门验收调试的前提。通过

程序调试检验设计的程序功能是否已实现，程序处理的数据

是否正确；系统调试的目的是检验整个系统运行的连续性、可

靠性和正确性。程序调试和系统调试往往相互联系，彼此影

响，系统调试完毕并不意味着开发过程的结束，还需接受使用

部门的验收调试。该调试是通过新（计算机处理）旧（手工处

理）系统的并行运转、相互比较结果来进行。因此，合作部门验

收调试需要较长的运行周期来完成。

3. 文件资料控制。为了保证系统能正常运行，必须在系

统开发过程中形成一套文件资料。主要文件资料包括：淤系统

说明书。主要说明系统所具备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系统

与其他系统的关系。于程序说明书。主要说明程序所要实现的

任务、程序处理流程等。盂数据结构说明书。主要说明输入、输

出信息的内容格式、项目代码、数据类型、长度等。榆运行说明

书。主要说明系统启动、数据输入、程序运行、数据输出、停机

的具体操作，以及在运行中忽然停机中止的应急措施等。会计

电算化文件资料是很重要的档案，必须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

一般而言，上述各种文件资料在纳入系统之前，必须经系统主

管人员审核和批准；文件资料的使用也必须经过批准并予以

登记；修改文件资料必须由专人审批复核，并做好修改记录；

文件资料的保管必须有专人负责。

4. 硬件和系统软件控制。这种控制是计算机内部设置的

能自动发现机器运行故障的一种控制，它是由生产计算机的

厂商提供的。常有的控制功能有：淤重复阅读。即能两次阅读

输入的数据，并将阅读结果进行比较。于奇偶校验。即利用计

算机字节检验数据在计算机中不断被转换过程中的正确性。

盂反逆校验。即由输出装置接收到的数据按原传递路径返回

原始点，并与原始数据进行比较，以确定运行是否正常。榆写

后阅读。即由计算机阅读存在存储器或输出装置中的数据记

录，并将其同原始数据进行比较。

5. 接触控制。这种控制的目的就是防止非经授权批准的

人员接近或使用计算机设备、程序和数据等硬件、软件资源，

保证系统硬、软件资源的安全。常用的措施有：淤系统资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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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限制。系统资源（包括程序库、数据库、全部硬件设备以及

所有有关的系统文字和打印记录）只有规定的人员才能接近

或使用。这要成为一项必须严格执行的制度。这种限制接触控

制实质上也是职务分离的一种体现。与组织控制不同的是：接

触控制所着重的是对系统各个部门和人员使用系统资源的权

力限制，并不考虑他们的工作职能性质。具体来讲，系统资源

使用限制包括：计算机要有专人保管，限制无关人员接触计算

机硬件和系统支持文件；限制个人单独处理、保管和修改程序

文件；数据文件要有专人保管；建立系统资源使用记录报告制

度，系统主管人员要经常检查计算机使用报告、程序文件和数

据文件的使用记录等。于工作环境保护。对工作环境进行保护

是接触控制的重要措施。工作环境首先要对系统的自然环境

进行控制，包括机房的温度、湿度控制以及防火、防磁、防尘控

制，以排除外界不正常因素对计算机的干扰。其次要有系统的

作业环境控制，包括机房工作人员的定员控制和机房出入控

制，要有专门的登记簿记录工作人员进出机房的时间和用机

时间，并定期检查。再次，要有备用设备（如备用电源、水源），

防止停电、停水等外界因素对系统的干扰。

二、会计电算化系统的运行控制

1. 输入控制。输入控制就是对数据输入的完整性、正确

性的控制。会计电算化系统运行的“人———机”界面包括输入

和输出两个方面。从系统运行的可靠性来说，输入环节的质量

控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进行输入控制的方法主要有：淤顺序编号控制。经济业务

一经发生，应立即对原始凭证统一编号。可以事先在凭证上编

号，也可在凭证编制时编号。编号的尾数要作为控制信息保

留。原始凭证进入会计电算化部门时，数据准备人员应对上述

号码顺序进行检查，查明既无缺号也无叠号。通过这种顺序编

号控制，可以检查记载经济业务的输入凭证的完整性。于数据

总量控制。即由业务部门和会计电算化部门分别加总数据记

录，然后相互核对一致，以作为以后数据处理的控制信息。当

数据输入计算机后，接收程序对数据记录自动进行累计，并将

其结果输出。当输出的累计数据与业务部门加总的数据一致

时，说明全部数据已输入正确。如果同时用相关和非相关数据

累计方法控制数据输入的正确性，效果则更好。盂数据转换控

制。这种控制主要用来防止和查出经济业务输入转换为计算

机可识形式时产生的错误。其形式有：其一，校验位检查，即用

校验位来查找输入的转换错误。通常是在代码数后面增加与

代码数有计算关系的数值作为校验位，与代码数一起输入计

算机内，然后由计算机程序进行自动校验。其二，两次重复输

入，即由两名输入人员分别从键盘输入同一数据（也可由同一

输入人员先后两次输入同一数据），然后由程序对两人（两次）

的输入结果进行核对检查。只有当两人（两次）输入的数据完

全一致时，计算机才会接受输入的数据。榆输入安全控制。对

于“人———机”界面的输入程序文件和数据文件要设置启动或

操作密码的口令，以控制输入的安全，防止有人非法启动系统

和输入非法数据。要经常检查密码或口令的保密性，必要时应

予以更换，对于密码或口令的使用和修改要有记录，并有专人

负责保管，严防失密。虞程序检测控制。常用的检测程序按逻

辑可以分为：空白核对，即检测记录所包含的项目是否只有所

指定的数据项；相关性核对，即记录所包含的科目、定单号码、

日期、单价、数量、金额等诸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符合；范

围核对，即记录中日期、金额数量、号码等是否在所规定范围

内收集；平衡核对，即收付和余额的关系是否正确，借贷是否

平衡等。愚错误改正控制。该控制具体包括：严格履行改错与

重新输入的正规手续；对所有被拒绝接受的数据建立书面记

录；由计算机保存出错数据的暂记文件；定期编制存在未经过

改正的差错报告等。

2. 处理控制。处理控制具体包括：淤范围控制。即程序为

数据处理结果确定一个范围，如果处理结果大大超出这个范

围，就意味着可能存在错误，计算机自动显示报警。于常数控

制。有的数据处理结果是一个常数，可以利用这个特点进行控

制。盂主文件控制。为了确保不同时期主文件的完整性，应定

期打印主文件内容，以便检查其数据，并且打印和检查主文件

的更改情况资料。榆处理安全控制。对计算机的运行文件要进

行保密性控制，对敏感重要的程序文件要用口令或密码予以

保护。对可以转换的文件要依次编号说明；脱机文件应保存在

文件库；建立磁盘文件的外部标签和内部标签，以防止使用错

误的文件引起不必要的差错。虞截止程序控制。其目的是保证

经济信息能在适当期间予以记录和处理。这种控制形式有：建

立经济信息数据文件的记录日期，使运行程序拒绝接受超过

规定期限后输入的经济信息；用处理程序一览表来反映期间

终了时的处理。愚恢复程序控制。在会计电算化系统运行中，

偶尔会因意外事故发生停机，造成数据丢失等情况。为此，对

重要程序和数据文件要建立备份，有条件的应定期将磁盘文

件导入磁带以便恢复系统时使用；计算机操作人员要接受系

统恢复程序的操作培训，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系统的正常

运行；对于系统恢复和重新处理过程要有详细记录等。

3. 输出控制。会计电算化系统输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向存储器输出；一种是由打印机或显示屏输出。输出控制的主

要对象是后者。系统的输出内容可分为数据处理结果的输出

和控制信息的输出，对此应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淤对数据处

理结果输出的控制。这类控制主要是以会计账表和其他各种

报表为对象，可用下列控制方式：第一，人工检查输出报表的

准确性。例如，可以根据记录的合计数检查输出报表的记录是

否完整；根据记录的顺序号检查记录是否有缺漏中重叠现象。

其二，输出报表分发与保管的控制。输出的报表要有专人负责

收集、登记、分发和保管，应做好输出报表记录，注明输出报表

的名称、编号、打印份数和日期、接受部门和接受人签名等事

项。于对控制信息输出的控制。控制信息是指输入控制、处理

控制中计算机完成的各种控制行为的反馈信息，例如由计算

机输出的数据输入、处理误差表、计算机操作记录等。这些输

出的控制信息都是揭示失误或舞弊行为的证据，也应采取措

施加以保护，以防止有意或无意的破坏、丢失和篡改行为。

（摘自《领导、财务主管、会计、出纳与财务制度》，中华

纺织出版社 2011年 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