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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软件会计科目设置探讨

张卫丽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管理学系 河南巩义 451200）

【摘要】电算化环境下会计科目的设置比手工做账环境下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如果设置不当，后续业务会遇

到各种各样的错误。更为关键的是，有的错误修改起来非常不容易，需要取消很多操作，甚至是不可修复的。因此，

会计人员应该对用友软件中会计科目设置及其和前后业务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研究，并且操作时高度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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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账初始设置时就需要设置会计科目，该设置的

正确与否会对后续操作带来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并且有

些错误修改起来相当不容易。鉴于此，会计人员在会计科目

初始设置时应对前后业务的联系理解透彻并高度重视。

一、会计科目设置和建立账套之间的关系

账套的建立对会计科目有一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下述两个方面：

1. 建立账套时有一个复选框“按行业性质预置科

目”，选中，企业应用平台中会自动存在一级会计科目；不

选中，企业应用平台中将不会有会计科目。这两种情况下

对后续编码方案的设置有不同的要求，并且“按行业性质

预置科目”的复选框在建账时一旦选择，便不能通过账套

主管修改账套来进行再次选择。

（1）选中“按行业性质预置科目”复选框。选中“按行

业性质预置科目”复选框时，在编码方案中系统会自动默

认会计科目编码方案的第一级位数为 4，且不可修改，在

会计科目表中就会存在编码为4位数字的一级会计科目。

所以在编码方案中需要进行第二级及其之后的级次设

置，在会计科目进行增减变动时就以此级次为基础进行

操作。如果未进行第二级及其之后级次的设置，就会出现

“科目编码长度与分配原则不符”的错误提示，此时以账

套主管的身份登录系统管理修改账套的编码方案即可。

（2）不选中“按行业性质预置科目”复选框。不选中

“按行业性质预置科目”复选框时，在编码方案中会计科

目编码的任何级次都需在此进行设置，此设置直接影响

后续会计科目的增减变动。在此情况下，一定注意不要忘

记设置第一级及其之后的级次设置，不然在会计科目增

加时就会出现“科目编码长度与分配原则不符”的错误提

示，如果出现此类错误时，以账套主管的身份登录系统管

理修改账套的编码方案即可。

2. 会计科目设置中“外币核算”的设置。在建立账套

时有一项基本信息为：有无外币核算，如果在建立账套

时，没有选中该信息，那么，在会计科目需要设置外币核

算时，就会显示灰色，即为不可设置的项目。

在会计科目设置时出现了该错误，就需要账套主管

登录系统管理，修改账套信息，选中“有无外币核算”复选

框，此时就可以在会计科目中设置“外币核算”信息。

二、会计科目设置和后续业务之间的关系

1. 会计科目设置中“科目类型”的设置。在设置会计

科目类型时，要区分为资产、负债、共同、权益、成本、损

益。最容易出现的错误是：在进行期初余额试算平衡时显

示如图1所示的信息：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项目均显示为“平”，而

没有具体数字，实际上却是有金额的。此错误的原因很可

能是所有的会计科目直接都在资产下方进行了增加，所

有的会计科目都默认为资产类会计科目，所以试算中都

显示“平”，而没有具体数字。

出现此类错误时需要修改会计科目的类型，而此时

的类型显示为灰色，不能进行修改，所以需要先删除错误

类型科目的期初余额，再修改会计科目的类型。这样的修

改工作量已经是不轻了，可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因为此时

图 1

期初试算平衡表

资产=平

共同=平

成本=平

负债=平

权益=平

损益=平

合计=平 合计=平

试算结果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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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算显示的是“试算结果平衡”，如果没注意所有的项

目都是“平”，待日后查询明细账、总账甚至到编制报表时

才发现问题，那工作量可想而知，所以进行会计科目类型

设置时一定要格外认真。

2. 会计科目设置中“科目性质（余额方向）”的设置。

资产、负债、共同、权益、成本类会计科目性质伴随科目类

型自动进行设置，对于科目性质的设置常见的错误有两

类：①资产类会计科目中诸如坏账准备、累计折旧、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等备抵科目余额方向在贷方；②损益类科

目余额方向有两类：收入和支出，在增加损益类会计科目

时需要进行科目性质的选择，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

入、营业外收入等收入类会计科目选择“收入”，主营业务

成本、管理费用等成本费用类会计科目选择“支出”。此类

错误一般不容易在设置时发现，大多数是在期末进行损

益结转时发现生成的凭证借贷方在一个方向，并且一个

数字为黑色，一个数字为红色。

例如：销售费用余额方向应为“支出”，本期发生额为

100元，如果销售费用余额方向设置成了“收入”，期末转

入本年利润时就会从借方以负数转出，出现如图2所示的

转账凭证：

出现此错误的原因为损益类科目的余额方向设置错

误，因为期末损益结转是系统自动按照损益类会计科目

的设置及其明细账结转，收入类从借方转入本年利润的

贷方，支出类从贷方转入本年利润的借方。

3. 会计科目设置中“辅助核算”设置应关注的问题。

（1）辅助核算中“客户往来”和“供应商往来”两项易

设置颠倒，应收账款设置的是客户往来，应付账款设置的

是供应商往来。若设置错误，一般在填制凭证时才会被发

现。在填制凭证时遇到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需要选择相

应的辅助核算信息时，发现应收账款的辅助信息为供应

商，应付账款的辅助信息为客户，此时就需要修改会计科

目的辅助核算信息。修改辅助核算信息就需要先行删除

期初余额的辅助明细及其往来明细，然后再进行修改。

（2）辅助核算和期初余额录入的关系。设有辅助核算

的会计科目在录入期初余额时需要双击进行辅助和往来

明细资料的录入。如果会计科目已经录入期初余额，后来

发现没有设置辅助核算或者辅助核算设置错误，在修改

好辅助核算录入期初余额后，发现余额表里的数字变成

了输入数字的2倍，原因是在修改会计科目的辅助核算之

前没有先行删除已录的期初余额。可是错误已经出现且

很隐蔽，那么它的修改方法为：第一步，删除期初余额辅

助及其明细信息；第二步，取消辅助核算信息；第三步，删

除期初余额表中设置辅助核算之前的数字；第四步，设置

辅助核算信息，重新录入辅助及其往来明细信息。

4. 会计科目设置中“日记账、银行账”的设置。日记账

和银行账的设置主要适用于“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科

目，库存现金设置为日记账，银行存款设置为日记账和银

行账。该设置主要为后期的指定科目、出纳签字、日记账

的查询打下基础。在填制凭证时如果遇到银行存款科目

时没有自动弹出带有“结算方式、票号、发生日期”的辅助

项，那么原因就是由于“银行存款”科目没有设置银行账。

出现此错误的修改方法：如果已经指定会计科目，需

先行取消指定科目的设置，然后打开“会计科目——修

改”，把“银行账”选中。

5. 会计科目设置中“指定会计科目”的设置。指定科

目包括指定现金总账科目、银行总账科目、现金流量科

目。指定科目的设置对填制凭证中现金流量的录入和出

纳签字有重要的影响。该指定设置

为：“库存现金”指定为现金科目；

“银行存款”指定为银行科目；“库存

现金”、“工行存款”、“中行存款”（假

定“银行存款”科目有“工行存款”和

“中行存款”两个明细科目）指定为

现金流量科目。设置方法为：会计科

目——编辑——指定科目。

我们在填制凭证时如果遇到“库存现金”或者“银行

存款”科目时需要录入现金流量（从银行提取现金和将现

金存入银行业务除外），当我们点击凭证页面上的“流量”

时就会出现“无现金流量科目不能录入”的错误提示，原

因是在会计科目设置中没有将“库存现金”、“工行存款”、

“中行存款”指定为现金流量科目。

我们在填制完凭证进行出纳签字时，如果遇到“没有

符合条件的凭证”的错误提示，那么原因可能为：①系统

管理中没有对出纳人员进行“出纳签字”权限的设置；

②没有对“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进行指定科目的设

置，而指定科目的设置是经常容易漏设的地方。

【注】本文系 2013年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科研项目

“民办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以会计专业为例”（项目编

号：hmx2013002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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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注：该图中销售费用的金额100为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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