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候肯定是数据准备啦。还记得自己作为 ERP项目的

甲方人员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时，在数据准备上就吃个一个大亏，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年为了上公司的 ERP系统，自作聪明的在编码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制定

了一系列的号码规则，结果是自缚手脚，最后不得不接受顾问的建议，不要赋予编

号太多的意义，这样，整个系统后续的应用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的需要。 

不要赋予太多的意义在编号上： 

任何 ERP项目都会面临重新编号的问题，因为计算机是以号码作为他的唯

一标识的，所以，制定编码以及编码规则是每一个项目都必须的。涉及到编码的部

分大致为： 

会计科目编码 

成本中心编码 

凭证号码 

客户编码 

供应商编码 

物料编码 

……. 

一般建议是按大类设置一个区别的代码，而在同一个大类下，只是采用序列

编号。 

ERP项目中的财务 
------数据准备 



利用 ERP项目重新整理数据： 

在 ERP项目中，是一个绝好的时间为企业的数据做一次清理，包括整理客

户的主要信息，供应商的主要信息，物料的重新归类整理等等，但同时也要规避从

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要一味追求数据的 100%准确和完美，只要我们的主

要信息明确了，如编号和名称等，后续的资料还是可以手工去补充的，千万不要为

了追求数据的完美而影响了项目的时间进度，这是绝对的得不偿失的。 

期初数据的准备，核对和确认： 

期初数据，财务人员都很清楚的，就是： 

会计科目余额表 

应收账款余额明细表 

应付账款余额明细表 

库存余额明细表 

…… 

最难以驾驭的就在这“明细”二字。 

科目余额表，对于财务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每月的财务报表都要出的，

所以，按理说是立马可以出来的。事实是：如果新系统中增加了更多的核算维度，

那么原来的一个科目的余额可能就要根据新的核算维度进行拆分了，这就不是立马

可以出来的啦！ 

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余额表，在项目数据准备中，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张冠

李戴，客户或供应商的编号错了，原来的发票信息错了等等；还有就是在原来的系

统中存在的一些陈年数据一时间找不到确认的客户和供应商；比较建议是在期初数

据中合并总额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开帐，不要强求明细账目的发票的一一对应，



而对于一些陈年老账，如果不能进行坏账处理，也一时间不能明确究竟是哪个客户

或供应商的，可以先建一个虚拟的账号进行归总，等找到具体原因后转账处理。 

相比之下，库存期初余额是最难准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要涉及到其他部

门的配合，还有就是之前的财务成本核算的关系，对于物料成本的重新确定，还有

就是得出的库存余额与财务总账的账实核对的问题。如果手工做账的情况下，通常

采用的是月末加权平均核算物料成本，财务账上的库存商品的值通常是一个计算的

值，而作为实物管理的仓库部门一般是不知道具体的单价的，所以，在众多的项目

中，库存商品的期初余额的准备就成了一个大难关了。解决的方法只能是采用八二

原则，把关键物料管理起来，以总账数据为准，确认物料期初余额。 

总的来说，在数据准备上，财务人员要充分发挥财务的特性，坚持借贷平衡，

坚持账帐相符，账实相符，又不失采用灵活处理的方案，来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