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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系统中的重要涉序操作

【摘要】涉序操作是会计信息系统应用中普遍存在但却容易被用户忽视的重要问题，违规的涉序操作可能会为数据处

理的正确性带来不可估量的隐患或危害。本文通过对两个典型涉序操作案例进行剖析，阐述了在会计信息系统应用中存

在的涉序操作问题及其相关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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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环境为会计数据处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在会计

信息系统软件应用中，有许多操作之间可能是存在某种次序

的，如果忽视了这种次序的存在，那么将可能会给系统数据处

理的正确性带来巨大的隐患或危害。电子环境下的软件错误，

往往会波及很远甚至具有逐级放大的特征，就像在平静的水

面中扔进一块石头，会产生波及很远的波澜一样。我们将这种

存在于软件系统中并与次序有关的操作称为涉序操作。本文

通过对两个典型的案例进行剖析，试图论述存在于会计信息

系统应用中的涉序操作问题及其相关原理。

一、余额表设置中不当涉序逆操作造成账账不符的案例

初次应用会计信息系统的账务核算系统，需要首先建立

会计科目的初始余额表，这项工作是账务核算系统（平台）初

始化设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计算机账务核算重要的初始

数据平台。初始余额表是手工账务核算与计算机账务核算对

接的桥梁，因为经济业务的发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

并不会因为会计的分期或业务核算系统的更换而有所中断，

因此会计对经济业务的核算和反映也应该是一个连续的过

程，科目初始余额表的设置就是将手工环境下的会计业务核

算与电子环境下的会计业务核算对接起来。通过将手工环境

下整理出来的会计业务的发生额、余额录入进来，完成这种核

算的对接工作。

余额表的设置大致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如果为末级科

目未定义有任何辅助核算账户，那么科目余额可直接编辑录

入；二是如果为非末级科目，那么其余额不必录入，将由其下

级科目余额录入后自动汇总形成；三是如果为末级科目但却

定义了某种辅助核算账户，那么由于这些科目的明细业务核

算资料都是存放于相关的辅助账户，因此科目的初始余额不

能直接录入，需要通过软件链接到相关的辅助账户，逐笔录入

手工环境下整理出来的每笔未两清业务发生额后，再由软件

自动汇总形成余额表中的余额。软件的上述设计思路，保证了

科目余额表在初始化设置过程中能满足各级分类账之间及分

类账与辅助账之间的账账相符。

上述一系列基础设置涉及以下次序：淤设置科目，即建立

科目档案，并通过科目编码设计体现科目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于针对有辅助核算要求的科目，设立相应的辅助核算账户；

盂按照上述规则设置科目余额表，即录入科目的初始余额。

但是如果在上述操作中出现不当的涉序操作，则就有可

能在软件系统中导致较为罕见的余额表数据平台账账不符现

象，进而波及到后续的各种记账乃至结账工作无法顺利进行。

1援 典型案例背景介绍。实务中我们遇到过以下典型的涉

序违规操作案例：某科目为末级科目，并设置有某种辅助核算

账户，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该科目是不能直接录入初始余额

的，需要链接到相关的辅助核算账户逐笔录入其手工环境下

整理出的明细业务发生额后，由软件自动汇总形成该科目余

额表中的余额。用户先前的操作都是按正常程序进行的，问题

发生在后面，由于某种原因该用户逆序到会计科目的设置界

面将该科目原来所设置的辅助核算账户取消了，于是该科目

就成为“未定义任何辅助核算账户的末级科目”，按照规则它

在初始余额表中的余额栏是可以直接编辑修改的。用户接下

来又进行了两次随意的违规涉序操作，一是在余额表余额栏

直接编辑修改了先前由辅助核算账户汇总形成的数据，二是

又回到科目辅助账户设置界面为该科目设置了原来的辅助核

算账户。这就出现了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但初始余额表又

账账不符的现象。

2援 案例原理分析。上述初始余额表账账不符现象的发

生，显然是由于后来涉序违规操作造成的。我们不妨通过图 1

简单重叙这种涉序违规操作的脉络：

逆序在科目辅助核算账户设置界面
取消科目的辅助账设置

在科目余额表设置界面直接编辑修改该科目
原来的余额数渊直接造成账账不符冤

逆序回到科目辅助核算账户设置界面重新
为该科目设置辅助账

图 1 违规涉序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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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用户而言，在会计软件应用中，一般说来正常的操作应

当是按照下图 2的次序进行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会计软件中并不是所有的涉序操作都

是不可逆的。正常的逆操作可以充分发挥电子环境下数据维

护和处理的优势，方便对系统平台进行常规维护或对数据进

行后期纠错。但有一些操作是严格与操作次序有关的，特别是

涉及基础设置类的逆操作，操作者必须要谨慎对待。一般软件

的开发设计者都会将这种有严格次序要求的重要涉序逆操作

设置为不可逆状态。就像盖一栋大楼一样，当地基打好后并在

此之上盖起了建筑物，如果后期要返回去改动地基，就可能会

造成建筑物的不稳定甚至倾覆现象发生。为了杜绝上述隐患

在后续会计软件应用中发生，完善的会计软件开发普遍要应

用一个基本的约定规则，即一个基础对象或一种基本设置体

系一经确立并被使用后，原则上这个对象的基础档案或这种

基本设置体系就不可再逆序被更改，除非要将其所有使用过

的痕迹抹掉才能进行。但是，出于多种原因这种设计规则未必

会被应用到软件开发的所有地方，也未必能堵住各种涉序逆

操作所带来的所有可能漏洞。这就需要操作者在每一次不得

已的涉序逆操作进行前，要充分了解或估计这种操作可能带

来的潜在隐患或危害。

二、自动转账凭证模板中的涉序相关链案例分析

会计期末存在着大量的结转业务，如费用的摊销和计提、

汇兑损益的结转、损益类账户余额向本年利润账户的结转等。

这些业务量大且计算复杂，在手工环境下耗费了会计人员期

末大量的精力。因此如果能将这部分业务在计算机环境下实

现计算机自动化处理，将会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和意义。

我们在计算机环境下实现自动化的解决方案基本思路

是：将上述具有规律性的结转业务分别预先制作出凭证模板，

并将这些凭证模板分门别类进行编号保存起来。以后每到这

些结转业务发生且需要制作相应会计核算凭证时，只要按编

号调出其凭证模板，即可自动生成其相应的会计凭证。

需要注意的是，在凭证模板生成会计凭证时，可能存在着

先后次序，如果忽视了这种次序的存在，那么极有可能导致计

算机环境下乱账的发生。

1援 典型案例背景介绍。实务中曾经遇到过这样案例：用

户按照上述思路正确制作了“管理费用”向“本年利润”结转期

末余额的凭证模板（简称为模 1），也制作了期末计提固定资

产折旧费凭证模板（借、贷科目分别是“管理费用”和“累计折

旧”，简称为模 2）。在会计期末这些业务发生后需要制作相关

会计凭证时，用户先用模 1制作了自动转账凭证，然后又用模

2自动制作了另一张自动转账凭证，并将上述凭证分别进行

审核记账处理。在其他业务都已正常处理完毕后，用户在期末

结账时系统却提示“损益类科目管理费用有余额不能结账！”

的警示信息。

2援 案例原理分析。上述问题发生的原因是用户只知享用

计算机自动化结转的便利，却忽视了凭证模板之间在生成凭

证时可能存在的先后次序。仅从上述两个业务看，显然应当是

模 2自动结转在前，模 1自动结转在后。

为了讲清这一点，我们引进两个重要的概念，即“独立凭

证模板”和“相关凭证模板”。如果其他业务发生或不发生、发

生的时间或金额都与凭证模板所表示的那种结转业务没有任

何关系，就称这个凭证模板为独立凭证模板。显然，独立凭证

模板可以在其对应的结转业务发生后的任何时间生成相应的

自动业务结转凭证；相反的，如果其他业务的发生或不发生、

发生的时间或金额等与凭证模板所表示的结转业务之间存在

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那么就称这类凭证模板为相关凭

证模板。相关凭证模板之间在生成业务凭证时可能存在着决

定时间先后顺序的相关链。在实际应用中，一定要首先排出这

种相关链，才能应用这些相关凭证模板制作出正确的期末结

转凭证，否则就可能造成软件各种异常情况的发生。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独立凭证模板在生成凭证时不受其

他业务影响，但相关凭证模板在生成凭证时也可能会受到独

立凭证模板的影响，即在排相关链时需要同时考虑到独立凭

证模板的影响因素。如上述案例中，模 1是相关凭证模板，模

2是独立凭证模板。但模 2也是相关链中的一环，模 2影响到

模 1。

三、结语

涉序是会计软件操作应用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即使是合格的软件，合法的操作，但如果忽视其可能存在的某

种次序，仍然可能会为账务数据甚至为整个会计核算体系带

来不可估量的隐患或危害。自动化极大解放了会计人员的劳

动，使其充分享受了信息化所带来的数据处理便利，但也往往

容易会让会计人员忽略掉经济业务中或会计核算中本来应有

的秩序或规则，甚至会让其丧失掉职业应有的警惕或判断。

因此笔者始终认为，就应用层面而言，应当存在能指导用

户正确理解会计软件一般机能和正确进行会计软件操作的通

用的“会计软件应用操作原理”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要研

究的是与会计软件设计开发原理分属于两个不同理论层面的

内容，二者之间既紧密联系又独立自成体系。在研究目的上，

设计开发原理侧重探讨软件功能内涵的科学拥有，而应用操

作原理侧重探讨软件功能在应用层面的正确实现。显然，本文

所探讨的涉序问题应当是会计软件应用操作原理所要涉猎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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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会计软件一般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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