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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会计电算化的应用、 推广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但至今步履艰难，进展缓慢。 其原因是多方面
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应用软件的通用性甚差，因此无法做到商品化。 近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孜孜以
求，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绩。 例如，会计报表汇总、帐务处理等方面的软件通用
化趋势正在形成。 然而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各个核算环节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只是某些方面实
现了通用化，会计电算化的优越性依然不能充分体现。 因此，必须考虑如何实现整个会计信息系统的软件
通用化，而其中最为棘手的莫过千成本核算环节。 本文将根据笔者从事会计电算化实践与教学的体会，就
此谈些看法与设想。

一、 业务处理规范化是软件通用化的前提

与西方相比，我国比较注重成本核算工作。 西方的成本会计着重介绍成本管理， 而我国的成本会计只
介绍成本核算，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的成本核算是世界上最为细致的。 因此，各行各业中成本核算的差别
甚大，且不论不同行业，即使在同行业中，甚至是规模相同的企业成本核算工作也存在着一定 程度的差
别。 无疑， 这种差别给成本核算软件通用化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愈越的障碍。

回顾一下会计电算化的开发进程， 可以发现，为了使用户乐意接受，以往我们总是过多地迁就用户的
要求，导致了应用软件的特殊化、 个性化，因此也就无法推广应用。 诚然，满足用户要求是会计电算化的
基本出发点，但应辨证地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满足的是原则的、 具有共性方面的要求，而不是对
各种特殊的要求均要一一兼顾。 因为，成本核赁业务流程差别很大，用户要求各异， 若片面强调 用户需
求，通用化也就无从谈起。

也有人认为成本核算比较复杂， 目前尚未能够做到通用化是程序编制能力较低，随着程序设计能力的
提高，通用化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但笔者的体会是： 随着系统软件的发展＇, 以及多年来会计电算化开发中
造就的一批人材，就程序设计本身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 换言之， 只要用户提得出要求，就有办法通过
程序来实现。 而且确实有人在提高程序的灵活性方面作出了努力，试图以此来解决成本核算软件的通用性
问题。 然而，有关部门曾对会计电算化工作开展得较好的企业进行鉴别，发现这种以提高程序灵活性为手
段所实现的通用性相当有限。在程序设计中，所谓灵活性是通过多重选择，多级调用来实现的，于是程序
越编越繁，不仅占用了过多的容量，而且也减漫了处理速度，一定程度上又有悖于 “及时性” 的初衷。 事
实表明，单纯靠提高编程能力来解决成本核算应用软件通用化问题， 对程序设计人员涞说，似乎有点勉为
其难，不算过份地说， 这是一 条死胡同。 那么， 成本核算软件通用性的出路何在？

前文巳提及，目前帐务处理及会计报表汇总等应用软件的通用性趋势正在形成，巳取得了初 步 的．成
功。 为什么这些应用软件可以不受行业、工艺过程等因素的限制，而产生 “共同语言” 呢？众所周知，无
论何种类型、 规模的企业，在凭址的填制， 日记帐的登记以及报表的编制等帐务处理方面相差无几， 流程
比较稳定，会计报表汇总更是如此。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 应用软件通用化的关键不在于程 序 编 制本
身，而是取决千业务流程是否稳定、 规范。 应该是业务流程去适应应用软件，而不是应用软件来满足 “ 千
姿百态 ” 的业务流程。 因此业务处理规范化是应用软件通用化的前提， 这是成本核算应用软件通用化的必
由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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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本核算模式的改进与变革

成本核算业务要做到规范化， 就必须对现有的外理模式进行改进或变革，使之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

具体地说有两条途径：
（一）对现有模式进行改进、归类。 在广泛的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生产类型和工艺过程，建立

起几种成本核算的 “标准” 模式。 在这些模式中，不仅要确定成本计算方法， 更拓要的是建立一套业务流
程。 从原始数据的采集、分类、汇总到成本的计算，都要进行严格的规定。 进而涉及到机构的设置、人员
的配备等方面，均要力求规范。 每一个企业可根据各自的特点，选定一种成本核算模式，然后对现有的核
算流程进行改进， 向 “标准” 靠拢。

必须指出，这样的 “ 削足适履＂ ，并不会降低成本核算质昼， 目前，各种不同的成本核算流程，除了

生产类型与工艺过程的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习惯做法造成的。 精心设计的科学的成本核算模式肯定
优千渗透大益习惯做法的成本核算模式。

（二）推行标准成本系统。中外合资企业的会计电算化程度普遍较高，面且，它们的应用软件也很少是
自己开发的，一般都是采用国外的通用性软件（可能要略作修改）。 那么，软件为何能在中外合资 企 业
“通用“ ，而就不能在国营企业 “通用” 呢？通过调查表明，问题还是在于业务处理模式。 上文指出，在

会计核算中，变化最大的是成本核算模式，而在大多数中外合资企业里均采用标准成本系统来核笲、控制

成本。 标准成本系统不仅是成本控制的手段，而且帐务处理体系也与国内企业不同。 例如，在标准成本系

统中， “材料” 、 “在产品 ” 、 以及 “产成品” 帐户均采用标准成本计价，在发生料、工、 费支出时， 与

预先制定的标准成本对比，揭示差异将差异汇集在各有关差异帐户内，到月底一次性分配结转。 这样大大
简化了成本核算工作，即使是不同规模，甚至是不同行业的企业，成本核算模式大致相同，软件即可 “通

用” 。

从理论上说，施行标准成本系统的目的在千有效地控制成本，然而实际上许多中外合资企业的主要目
的却是为了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既然标准成本系统能为成本核笲应用软件通用化提供方便，我们能否

仿而效之一一推行标准成本系统，从而有利于成本核算应用软件的通用，并进而提高成本管理的质猛。
如果上述思路可行，要顺利进行成本核算模式的变革，还要解决下列问题：

（一 ）应由财政、税务部门出面推行。 八十年代初，当会计电绊化处于萌芽状态时，曾受到某些税务

人员质疑， “这样计算出来的成本、利润是否真实” , ”以何标准来计税” 等等，使得某些核算软件长期
处于 “实验” 阶段，不能投入使用。 显而易见，没有财政、税务部门的同意和支持，任何会计核算的变更

均无法办到。 令人可喜的是，会计电算化巳引起了财政、税务部门的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部门

均已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专管会计电算化问题，并己做了一定的工作。 我们认为只要财政、税务部门肯下决
心， 以政府部门的权威出面推行，那么成本核算模式的变革一定能实现，成本核算应用软件通用化乃至会
计信息系统的通用化将为期不远。

（二）要做好人员培训与宣传工作。 由于受习惯做法以及人员素质的限制，成本核算模式的变革必然

要受到较大的阻力，因此有关方面必须加强人员培训，以便适应新的核算模式。 同时还应做好宣传工作，

使人们了解新模式的优越性。

（三）要与其他核算环节相衔接。 成本核算模式的变革，必然引起原有业务流程的变动，由于成本核
算是会计核箕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协惆好与其他核算环节的关系， 以免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