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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这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此外，新时代

并不仅仅考虑自身利益，而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各种形

式来回报社会，如捐建国珍希望小学、赞助中国航天事业、进

行抗震救灾抢险等。

2. 加强企业文化的传播。

（1）重视人际传播。人际传播是社会组织塑造形象的重要

手段，而营销人员是企业塑造形象的重要载体，担负着传播企

业文化的重任。营销人员能否在客户面前最大限度地展示企

业文化，对企业精神的传扬和营销工作的促进是至关重要的。

新时代的营销人员在“团队大家庭，事业大舞台，健康大产业”

的共同愿景里，感受到世间的真情和友谊，同时作为传播健康

事业的大使，为民族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在创造自我价值、实

现精彩人生的同时传播了优秀的企业文化。

（2）利用群体传播。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邀请

有关社会群体来企业进行参观和指导，从而在一定范围内相

对集中地传播企业文化。接待人员的热情程度、服务质量，办

公现场的硬件设施、管理水平，员工工作的行为规范、精神风

貌等，都是影响参观者对企业形成印象的重要因素。新时代积

极邀请社会各界到烟台新时代健康产业工业园参观、到北京

新时代健康体验馆考察等，使人们近距离、多角度地感受了新

时代独特的企业文化。

（3）整合媒介传播。商业广告能有效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但企业不能过分依赖它，而应整合各种媒介宣传自己，如积极

开展各种公关活动、加强宣传报道等等。新时代秉承“自立立

他，德行天下”的核心价值观，积极支持健康事业、慈善事业、

体育事业、教育事业、国防事业的发展，并综合利用权威媒体、

企业网站等将相关活动进行立体式传播，有效地提升了企业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3. 注重文化营销的变通。

（1）考虑文化适应。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承认文化差

异的存在，正确对待文化矛盾和冲突。我国具有优秀的民族传

统文化，健康产业应将其有效地植入产品营销中，打造深受消

费者喜爱的品牌个性，但同时应因国别、地区和民族等差异而

不断创新。新时代为了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积极邀请伊斯

兰教会成员赴生产实地考察，证实其“国珍”牌系列产品原料

不含伊斯兰教禁忌成分，生产、加工过程符合清真食品要求，

这样巧妙使用文化适应策略扩大了目标市场。

（2）进行文化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灵魂，而

企业文化营销创新不仅包括产品的创新，还涉及品牌的创新

和企业文化的创新。新时代适应世界潮流并结合我国国情，创

造性地选择了“和谐发展，立业百年”作为企业经营发展的方

向标，选取松竹梅等优质天然植物作为产品的原料，以构建生

态产业链为主线，兼顾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注重解决党

和国家政策所关注的发展问题，从而使企业在构建和谐社会

的征程中获得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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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目前我国会计科目的编码方式主要采用群码方式，又称

作分组码，即把会计科目编码按照不同的属性分成不同的段，

每段表示每级会计科目编码，每段会计科目编码的位数组成

了会计科目编码的结构（张瑞君，2009），例如科目结构为 4-

2-2-2-2，表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科目编码的位数分别为

4、2、2、2位。所谓会计科目编码体系的设计就是根据会计制

度和会计科目的设计，按照系统的方法对会计科目编码结构

进行设计的过程。目前会计科目编码体系设计主要有定长定

位和不定长定位两种方式。

定长定位设计方法是指在科目编码体系中，在不超过科

目编码总长度的前提下，该单位所有科目的各级科目编码的

长度是固定的一种编码方法。该种方法的优点是科目编码结

构层次逻辑清晰，便于计算机运算，缺点是科目结构的设计要

根据明细科目最多的科目进行设计。不定长定位设计方法是

指在科目编码体系中，在不超过总长度的前提下，除一级科目

计算机会计立体科目及其编码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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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会计流程、模式、审计、内部控制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会计科目及其编码体系设计

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目前会计科目编码体系设计主要有定长定位和不定长定位两种方式，本文对定长定位模式下的会计科

目及其编码体系设计进行了改进，借助会计软件的辅助核算和管理功能设计立体科目及其编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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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长度固定以外，其他各级科目编码的长度不固定，可由用

户根据每个会计科目和其下级科目实际情况以及会计制度的

要求进行会计科目编码结构设计的一种方法。其优点是增加

了科目编码结构设计的灵活性，缺点是不利于计算机根据科

目编码识别会计科目级次及其父科目。这两种会计科目及其

体系设计的方式各有优缺点，本文侧重探讨如何在定长定位

设计的基础上对会计科目及其编码体系设计方法进行改进，

并借助会计核算软件的辅助核算功能构建立体科目及其编码

体系，该方法既具有定长定位和不定长定位科目设计的优点，

又能改掉其缺点。

二、立体科目、辅助核算和管理

立体科目是指将科目中大量重复的科目从科目体系中分

离出来，按照档案进行存储，并借助辅助核算和管理，建立档

案和科目一一动态链接关系，在满足优化会计科目体系的同

时，达到精细核算目的的一种会计科目体系设计方式。通过立

体会计科目的定义可知，要想对立体科目体系进行设计首先

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会计软件的辅助核算和管理功能，

以及辅助核算和管理与立体科目之间的关系。

辅助核算和管理是我国通用会计软件的一项重要的功

能，会计的基本职能包括反映和控制，或者核算和管理，随着

会计信息化的发展，会计的核算功能逐渐成熟，使得会计人员

从大量复杂的核算工作中脱离出来，但是随着竞争的激烈及

利益相关者不断增长的需求，会计的管理职能越来越得到重

视，为了加强会计管理职能，我国现行通用的会计软件中都设

计了辅助核算和管理的功能。辅助核算和管理是为了强化会

计管理的职能，在科目设置改进的前提下，其借助部门、往来

单位和个人、项目档案，按照部门、单位往来和个人、项目档案

等进行精细核算，从管理的角度提供更加有价值的信息。

三、采用辅助核算和管理应注意的五个问题

问题一：会计软件一般包括哪些类型的辅助核算。通用会

计软件根据管理需要和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等主要

设计五种类型的辅助核算及管理，包括个人往来、供应商往

来、客户往来、部门和项目辅助核算和管理功能，其中供应商

和客户往来又统称为单位往来。所谓个人往来辅助核算和管

理是指对单位与内部职工之间发生的往来业务进行核算和管

理；单位往来辅助核算和管理是指对本单位与外部其他单位

发生的各种债权和债务业务进行核算和管理；部门辅助核算

和管理是指对本单位与内部部门之间发生的往来业务进行核

算和管理；项目辅助核算和管理是指对单位一系列项目工作

的产出、耗费进行核算和管理。

问题二：什么情况下进行辅助核算和管理。会计软件中的

辅助核算和管理主要是为了强化会计管理的职能，进行精细

核算，从管理的角度提供更加有价值的信息。凡是单位发生的

各类与供应商、客户、个人、项目以及部门有关的业务，而且这

些业务较为复杂，业务量较大，管理者需要除传统业务之外其

他附加的相关管理信息，并对这些业务进行精细核算和管理，

就可以运用会计软件中的辅助核算和管理功能。如果单位的

项目较多又需要加强对项目的管理，及时掌握项目的进度，对

物料、工时等相关耗费以及产生的效益追踪核算和管理，加强

项目审计，对负责人相关的义务和权利进行约束等则可进行

项目的辅助核算和管理。再比如单位客户较多，又需要对客户

进行账龄分析，对客户及时采取相应的管理和服务措施（包括

实行相应的折扣政策等），进而留住客户从而创造更多的价

值，则可进行客户往来辅助核算和管理。其他部门辅助核算和

管理、个人往来辅助核算管理以及供应商往来辅助核算管理

要求相同。

问题三：哪些科目可以进行哪些类型的辅助核算和管理。

一般而言，凡是单位和内部职工之间发生的往来业务的科目

并且管理者需要对个人业务信息进行管理，就可以设置该科

目为个人往来辅助核算科目，比如应付职工薪酬、应付职工福

利、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等等；本单位和外部单位之间发

生的各种债权和债务业务的科目，比如应收账款和票据、预收

账款和票据、应付账款和票据、预付账款和票据科目等，其中

应收账款和票据、预收账款和票据是指单位和客户之间发生

的往来业务，因此可以进行客户往来辅助核算，而应付账款和

票据、预付账款和票据等科目可以设置为供应商往来辅助核

算；依此类推，单位和内部部门之间发生业务的科目可以进行

部门辅助核算，比如管理费用等；单位需要对单位发生的项目

进行核算的科目，比如在建工程、生产成本、营业费用、主营业

务收入和成本等，一般可以设置为项目辅助核算。在进行辅助

核算和管理设置时一个科目最多只能进行两项辅助核算，并

注意客户往来和供应商往来辅助核算往往存在互斥关系。

问题四：辅助核算类型和剥离档案之间的关系。根据辅助

核算和管理以及立体科目的定义可知，如果相关科目进行辅

助核算和管理，则需对传统科目进行相应的改进，改进的方法

是从传统科目中剥离与辅助核算和管理相匹配的科目，并把

剥离的科目建立成辅助档案，进而建立科目档案和辅助档案

的动态链接关系。那么应当剥离什么样的科目呢？一般进行什

么类型的辅助核算，就从科目中剥离什么样的科目，形成这种

类型档案。例如应收账款科目，如果设置客户往来辅助核算和

管理，则应收账款下级科目中关于描述客户信息的科目就是

需要剥离的科目，便将其从科目体系中剥离出来设计成客户

档案，借助辅助核算和管理，应收账款中剩余科目组成的新科

目体系和剥离的客户档案之间建立一一对应关系。管理费用

科目如果设置为部门管理辅助核算和管理，管理费用下级科

目关于描述部门信息的科目就是剥离的科目，则从管理费用

下级科目中把该类科目剥离出来，设计为部门档案，并借助辅

助核算和管理形成新科目与部门档案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其他辅助核算和管理剥离科目的设计方式与之相同。

问题五：立体科目与辅助核算和管理是什么关系。根据立

体科目的定义，我们可以将上述改进的科目定为立体科目，其

既包括科目信息又包含档案信息，它借助辅助核算和管理，实

现了科目信息和档案信息之间一一对应的链接关系，而一一

对应的链接关系又是辅助核算和管理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会

计管理软件能够实现精细核算和管理目的的一项重要手段。

可见，立体科目在其中起着纽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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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体会计科目及其编码体系的设计

上述介绍了立体科目、辅助核算和管理的概念及其特点，

那么如何针对传统科目进行立体科目改进呢？笔者认为应包

括五个步骤：一是列出传统科目及其编码，二是借助笛卡尔乘

积判断传统科目体系设计是否庞大，三是确定辅助核算的类

型，四是设立剥离辅助档案，五是确定立体科目及其编码体

系。为了更好地完成立体科目的设计，下文将举例解析。

例：某研究院是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最大的综合性科研单

位之一，拥有 40多个处、科室，研究的课题数量众多。传统科

目设置为：一级科目为“在研课题费用”，科目编码为通用会计

科目编码 6001；二级科目为处室和科室名；三级科目分为“横

向课题”和“纵向课题”；四级科目为具体某个课题；五级科目

则是劳务费、原材料费、差旅费、设备购置费、专用业务费、院

所管理费、研究室管理费等 12个项目。为了更好地核算每个

项目（课题），对每个项目（课题）的成本费用和收支情况进行

核算管理，现对传统科目的设计进行改进（本案例来自张瑞君

所著《会计信息系统》一书）。

步骤一：列出传统科目及其编码。假设总科目编码结构仍

为 4-2-2-2-2结构，该科目的传统科目为：在研课题费-伊伊

处、科室-伊伊方向课题-伊伊课题-伊伊费用，该科目级别共为 5

级，遵循总的会计科目结构设计 4-2-2-2-2结构，共计 11

位，小于规定的总长度 15位。二级、三级、四级、五级科目编码

为两位，分别表示 01 耀 99个处科室、每个处科室下 01 耀 99种

课题方向、每个方向下 01 耀 99个课题、每个具体课题的 01 耀

99种费用。

步骤二：借助笛卡尔乘积判断传统科目体系是否庞大。笛

卡尔（Descartes）乘积又叫直积，假设 A，B为集合，用 A 中元

素为第一元素，B中元素为第二元素构成有序对，所有这样的

有序对组成的集合叫做 A与 B的笛卡尔乘积，记作 A伊B，其

符号化为：A伊B=｛<x，y>|x沂A夷y沂B｝。通过对传统科目体

系进行笛卡尔乘积运算，其中 A、B、C、D分别表示二级、三

级、四级、五级科目个数的集合，A伊B伊C伊D=｛<x，y，z，v>|

x沂A夷y沂B夷z沂C夷v沂D｝,大概这种有序对有 01伊01伊01伊

01-99伊99伊99伊99个。如果将这种科目设置方式照搬到计算

机软件中，则处、科室越多，课题越多，该科目体系就越庞大，

其每级科目都存在重复，其中五级科目的重复率最高。因此存

在大量冗余的相关数据，从实际情况来看该单位仅“在研课

题费用”科目下属的明细科目记录可能将达到 2 500多个，这

样在计算机软件中填制有关课题业务的凭证时效率就非常

低，同时，也不利于按照部门、方向、课题的各明细费用进行统

计、汇总、对比计算等等。

步骤三：确定辅助核算的类型。本例中科目设计的主要目

的是对不同部门发生的项目相关费用进行核算和管理，既反

映了单位与部门之间发生的业务往来，又反映单位对项目耗

费的人工、时间、材料的核算和管理，所以该科目可以进行两

种辅助核算和管理，分别为项目和部门的辅助核算与管理。

步骤四：剥离辅助档案。传统科目进行立体科目改进时主

要是对传统科目体系中重复的会计科目进行剥离，根据剥离

科目与辅助核算和管理相匹配的特点，剥离的档案包括项目

档案和部门档案，根据传统科目设计：在研课题费-伊伊处、科

室-伊伊方向课题-伊伊课题-伊伊费用。部门进行的描述的科目

为二级科目，项目进行的描述的科目为三级和四级科目，因此

剥离二级科目进行进一步整理设计为部门档案，剥离三级和

四级科目为经过整理设计为项目档案，剩余一级和五级科目

两级，重新整理为新会计科目：在研课题费科目-伊伊费用。新

会计科目为两级，与传统五级会计科目相比更加简练，层次更

加清晰，核算更加明确。

步骤五：确定立体科目及其编码体系。整理剥离后科目、

部门档案和项目档案，根据系统和资料要求确定其立体科目

及其编码体系。剥离后的科目为：在研课题费-伊伊费用，科目

级别由原来的 5级科目经过剥离部门档案和项目档案后为两

级科目，减少了冗余，科目变得更为简洁。

总的科目结构仍为 4-2-2-2-2，该科目共两级，科目结

构为 4-2结构，二级科目编码为 2位，可表示在研课题费下

属的 01 耀 99种费用，能够满足该单位的需要。剥离后的部门

档案根据单位总体部门信息设计为 2-2结构，表示为伊伊处

室-伊伊科室。剥离后的项目档案根据单位总体项目情况设计

为 1-3结构，表示为伊伊方向-伊伊课题。借助会计软件的辅助

核算和管理，并建立新会计科目和部门档案以及项目档案之

间的一一对应的动态链接关系，经改进后的在研课题费立体

科目及其编码体系如下表所示：

五、结论

立体科目及其编码体系的设计不仅便于反映会计科目间

的逻辑关系，减少冗余数据，节省存储空间，而且能发挥定长

定位编码方式的优点，便于计算机处理和分类，提高计算机数

据处理速度和制单人员的业务处理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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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课题费立体科目及其编码设计表

项目分类和
档案编码

1

1 001

1 002

噎

2

2 001

2 002

噎

项目分类和
档案名称

横向

XX课题1

XX课题2

噎

纵向

YY课题1

YY课题2

噎

科目编码

6001

6001 01

6001 02

6001 03

6001 03

科目名称

在研课题费

劳务费

差旅费

差旅费

设备购置费

辅助核算

部门项目

部门项目

部门项目

部门项目

部门项目

部门编码

01

01 01

01 02

噎

部门档案

处所1

科室1

科室2

噎

一个科目对应若干项目袁
一个项目对应若干科目

一个科目对应若干部门袁
一个部门对应若干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