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电算化实验报告总结 会计电算化的
实验报告(通用5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
取最新的信息，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我
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会计电算化实验报告总结篇一

【实验目的】

【实验内容】

1、初始化：设置账套参数、初始设置。

2、日常处理：形成应收、收款结算、转账处理、坏账处理、
制单、查询统计。

3、期末处理：月末结账。

1、掌握应收款管理初始化、日常业务管理及月末处理的操作。

2、理解应收款管理在总账核算与应收款管理系统核算的区别。

【实验准备】引入“实验二”账套数据。

【实验步骤】

1、启用并进入应收款管理系统

在企业应用平台的“设置”，启用应收款管理



2、初始设置

设置控制参数

在设置，选项，账套参数设置中，设置参数，如：坏账处理
方式的参数设置。

初始设置

在设置，初始设置窗口，进行设置，如：基本科目设置，控
制科目设置，结算方式科目设置等等。

设置计量单位组和计量单位

在设置，基础档案，存货计量，档案计量单位—计量单位组
别中，设置计量单位组和计量单位。

设置存货分类和存货档案

1)在设置，基础档案，存货，存货分类中，设置存货分类

2)在设置，基础档案，存货，存货档案中，录入存货档案

输入起初余额

输入期初销售发票

在设置，期初余额，打开“期初余额—查询”对话框，进
入“期初余额明细表，打开“单据类别”对话框，选择销售
发票—销售普通发票，进入“期初销售发票”窗口，填写相
关内容。

输入期初其他应收单

与“输入期初销售发票”的原理一致，不再作说明



期初对账

在“期初余额明细表”窗口，单击“对账”，进入“期初对
账”，并查看应收管理系统与总账管理系统的期初余额是否
平衡。

输入开户银行信息

在设置，基础档案，收付结算，本单位开户银行，输入本单
位开户银行信息。

3、日常处理

增加应收款

业务1：输入并审核普通发票

执行应收单据处理，应收单据录入，打开“单据类别”对话
框，选择销售发票—普通发票，进入“期初销售发票”窗口，
填写相关内容。

业务2：输入并审核专用发票

业务3：输入并审核其他应收单据

与“业务1：输入并审核普通发票”原理一致，不再作说明

收款结算

业务4：输入一张收款单据并完全核销应收款

执行收款单据处理，收款单据录入，输入单据内容并完全核
销应收款

与“业务4：输入一张收款单据并完全核销应收款”原理一致，



不再作说明

转账处理

业务7：应收冲应收

执行日常处理，转账，进入“应收冲应收”的窗口，进行业
务处理

业务8：预收冲应收

与“业务7：应收冲应收”的原理一致，不再作说明

坏账处理

业务9：发生坏账

执行日常处理，坏账处理，打开“坏账发生”对话框，选择
条件，进行坏账处理。

业务10：计提坏账准备

执行坏账准备，计提坏账准备，进入“应收账款百分比法”
窗口，计提坏账准备。

制单处理

批量制单

执行制单处理，打开“制单查询”窗口，进行制单处理和凭
证生成。

查询统计

包括：单据查询，业务查询，业务账表查询，科目账表查询，



账龄分析等等。

期末处理

结账

执行期末处理，月末结账，进行结账处理工作。

由于应收应付的基本原理相同，不再多作说明。

【实验总结】

应收款管理系统主要用于核算和管理客户往来款项。以发票、
费用单、其他应收单等原始单据为依据，记录销售业务及其
他业务所形成的往来款项，处理应收款项的收回、坏账、转
账等情况。

应收款系统与销售、财务、应付、报表、财务分析等系统都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相互之间要遵守一定的默契。如：
应收管理与销售管理，如果同时使用这两个系统，则与销售
有关的票据均应从销售系统输入，应收款系统可以与之共享
这些数据，进行必要的查询、核销、制单等处理，在应收款
系统则只需输入应收单。但如果没有销售系统，则所有票据
都必须在应收款系统输入。

应付款管理系统主要用于核算和管理供应商款项。应付款管
理系统与采购系统、财务系统、应收款系统、财务分析、存
货系统都非常密切的关系。应付款系统应该生成账务系统所
需的记账凭证，而且所有的供应商往来凭证全部有应付款系
统生成，其他系统不再这类凭证。

在操作的过程中，有一些必须注意的事项：1)应收款管理系
统核销方式一经确定，不允许调整。2)如果当年已计提过坏
账准备，则坏账处理方式不允许修改，只能在下一年度修改。



3)应收款的转账金额合计应该等于预收款的转账金额合
计。4)如果当月总账管理系统已经结账，则应收管理系统不
能取消结账。

会计电算化实验报告总结篇二

会计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经过近两年的专业学习后，
在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认为只有把书上学到
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会计操作中去，才能真正掌握这门
知识。从而加强自己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理解，培养实际操作
的动手能力将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运用会计财务
管理的技能水平，为今后的会计工作做铺垫。

会计电算化是现代经济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会
计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的飞跃，是以计算机替代人工记账、算
账、报账以及对会计信息进行分析和利用的过程。它是管理
现代化和会计自身改革以及发展的需要。近些年,会计电算化
的推广与普及,大大减轻了财务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了会计
的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但不容忽视的是它对传统的会计形式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结转的方法、期间损益的结转、定义生成转账分录等对机制
凭证进行审核、记账，最后对账、结账。3.进入ufo报表，对
表行高、列宽、表格线等进行设定，利用套用格式自动生成
模板，并结合新会计准则对模版中的旧会计科目进行修改，
掌握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关键字的设置、录入、消除，填写
公式及了解报表下的格式窗口和数据窗口的区别，并通过设
定公式进行计算。

通过此次实习，不仅培养了我的实际动手能力，增加了实际
的操作经验，缩短了抽象的课本知识与实际工作的距离，对
实际的财务工作的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同时也让我认识到了
传统手工会计和会计电算化的有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共同
点为： （1）无论是传统手工会计和电算化会计其最终目标



仍是为了加强经营管理，提供会计信息，参与经济决策，提
高经济效益。 （2）传统手工会计和电算化会计都是遵守会
计法规，会计法规是会计工作的重要依据。

半年的手工实训和半年的电算化实训是在我们充实、奋斗的
过程中完成的，记得实训开始时是那样的茫然、忙碌和疲惫，
甚至是不知所措，因为我们的自学能力和结合能力没有很快
的结合与适应，只能依靠老师的引导和帮助，现在的我们可
以称得上是一个基本会计人员了。学校实训的目的就是要加
强我们能力培养和职业道德意识的提高，实训就是我们适应
社会工作的垫脚石！

许多时间，这一点是我必须在以后的学习中加以改进的地方，
同时也要督促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的完善自我。

同时，在实训过程中，和同学一起解决出现的问题，这也构
成每次实训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通过相互之间提出的问题，
使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譬如：有些东西感觉自己做的
是时候明明没什么错误，偏偏对账的时候就是有错误，让其
同学帮忙看了一下，发现其实是个很小的错误。所以说，相
互帮助是很重要的一点。这在以后的工作或生活中也很关键
的。俗话说：“要想为事业多添一把火，自己就得多添一捆
材”。此次实训，我深深体会到了积累知识的重要性。在这
当中我们遇到了不少难题，但是经过我们大家的讨论和老师
细心的一一指导，问题得到了解决。一年的实训结束了，收
获颇丰，同时也更深刻的认识到要做一个合格的会计工作者
并非我以前想的那么容易，最重要的还是细致严谨。社会是
不要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我们要更多更快从一个学生向
工作者转变，总的来说我对这次实习还是比较满意的，它使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为我以后的学习做了引导，点明了方向，
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定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片美好的天空！



会计电算化实验报告总结篇三

总账系统初始化

系统的学习总账系统初始化的主要内容和操作方

法。

要求掌握总账系统初始化中设置会计科目、录入期初余额及
设置相关分类的方法。

1、设置系统参数

2、指定会计科目

3、增加会计科目

4、修改会计科目

5、设置项目目录

6、设置凭证类别

7、输入期初余额

8、设置结算方式

9、帐套备份

通过十余周的上机实验，我总结出以下几点，认为在以后的
学习工作过程中要多加注意：

1、由于账套一旦启用将不能修改，所以进行账套的初始设置
一定要认真谨慎。



2、虽然在上机学习中口令密码不需牢记，但在实际应用中设
置各操作员时务必要牢记口令密码。

3、在学习过程中每做完一个实验便要进行帐套备份，而实际
工作中却要在以下几个阶段需要进行系统数据备份，分别是
在启用账套前，基础设置完成后，录入期初余额前、填制凭
证前、对账前和结帐前。

经过本学期的学习，我认为自己已经基本掌握了会计电算化
的上机操作要点和相关技巧，并且由于课程特点和操作要求，
大大提高了我针对会计操作的谨慎性和责任感，亲身体验到
了会计电算化的时代性与重要性。

举个简单的例子，输入期初余额后，进行对账，却发现试算
不能平衡，仔细检查并修改后才达到试算平衡。经与同学讨
论后了解到大家在实验过程中普遍出现了此现象。我想，这
是因为我们对于会计工作的谨慎、真实、准确的要求还不够
深入理解，未能做到足够认真、准确的进行会计工作。

由此而知，会计电算化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会计不是
摆在书本上的理论，只有真正参加实践工作，将理论与实践
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合理、正确的完成工作。同时，
会计电算化也是一种思想，需要根据企业自身特点借助软件
平台来实现。软件平台是固定的，但操作员却是灵活的，因
企业生产方式、经营结构等方面不同，对软件的应用效果也
会大有不同。身为会计人员，就要在企业自身特点的基础之
上认真架构企业都有的软件平台。

因此，我明确了自己的专业学习目标和未来的努力方向，我
会将在这段时间的练习操作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将来的工作
学习中铺下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获得更大的进步。



会计电算化实验报告总结篇四

一、实验内容：

1.设定启用日期，录入账套信息，设置分类编码，建立账套，
按实验要求增加三名操作员并设置权限，账套数据的引入和
输出。设置基础档案，设置结算方式，并在老师的教导下学
习了增加修改会计科目，设置项目大类，并录入期初余额进
行试算平衡。设置凭证类别，进行数据备份。

2.总账系统的主要业务操作和流程：首先了解公司的性质及
主要业务。其次根据经济业务填制凭证、掌握出纳签字、主
管审核，修改凭证、凭证作废、红字冲销、删除、记账等业
务处理。应用总账系统对凭证进行记账、查询各科目的总账、
明细账、余额表等。在期末业务中，学会自定义结转的方法、
期间损益的结转、定义生成转账分录等对机制凭证进行审核、
记账，最后对账、结账。

3.进入ufo报表，对表行高、列宽、表格线等进行设定，利用
套用格式自动生成模板，并结合新会计准则对模板中的旧会
计科目进行修改，掌握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关键字的设置、
录入、消除，填写公式及了解报表下的格式窗口和数据窗口
的区别，并通过设定公式进行计算。

二、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方法：

1.应注意：

（2）录入个人档案时一定先输入部门档案；

（3）先设置科目再设置凭证类别。

2.涉及到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账户时要经出纳人员签字，才



能确保工作的责任制。可以指定科目，将现金总账科目中的
待选科目中的现金转到已选科目中，再将银行总账科目中的
银行存款选到已选科目中。同时也可以解决刚填制的凭证，
到了账套主管审核那里就会出现“没有符合的凭证”，不能
记账的凭证问题。

3.凭证类别设置。利用收付转凭证在填制凭证中会出现“不
符合凭证”等现象，处理此现象的方法在于凭证类别的选定。

4.在设账套时，设好会计科目的明细账是很重要的，设好了
到期末时可以通过自定义结转进行工资、福利费、工会经会
等应付职工薪酬的计提以及其他科目的自定义结转，便可简
便会计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5.在电算化会计实验中，采用一次加权平均计算单价的实际
成本法时，平时材料的发出是不做账，也不记录发出的数量，
只能等到期末算出单价才能一次性做账；而手工做账时可以
记录发出的数量。

6.往来科目设置明细账时，可以利用手工直接录入或利用辅
助核算（客户往来或供应商往来），但不能同时设置，否则
平时做账时系统会默认其中一项导致期未计坏账时系统出现
错误数据。

三、通过此次实习，不仅培养了我的实际动手能力，增加了
实际的操作经验，缩短了抽象的课本知识与实际工作的距离，
对实际的财务工作的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同时也让我认识到
了传统手工会计和会计电算化的有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共
同点为：

（1）无论是传统手工会计和电算化会计其最终目标仍是为了
加强经营管理，提供会计信息，参与经济决策，提高经济效
益。



（2）传统手工会计和电算化会计都是遵守会计法规，会计法
规是会计工作的重要依据。

（3）传统手工会计和电算化会计都遵循基本的会计理论与会
计方法及会计准则。

（4）传统手工会计和电算化会计基本功能相同，基本功能为：
信息的采集与记录、信息的存储、信息的加工处理、信息的
传输、信息的输出。

（5）保存会计档案。

（6）编制会计报表。

2、不同点为：

（1）运算工具不同。传统手工会计运算工具是算盘或电子计
算器等，计算过程每运算一次要重复一次，由于不能存储运
算结果，人要边算边记录，工作量大，速度慢。电算化会计
的运算工具是电子计算机，数据处理由计算机完成，能自动
及时的存储运算结果，人只要输入原始数据便能得到所希望
的信息。

（2）信息载体不同。传统手工会计所有信息都以纸张为载体，
占用空间大，不易保管，查找困难。电算化会计除了必要的
会计凭证之外，均可用磁盘、磁带做信息载体，它占用空间。

（3）账薄规则不同。传统手工会计规定日记帐、总帐要用订
本式账册，明细账要用活页式账册；账薄记录的错误要用划
线法和红字法更正法；账页中的空行、空页要用红线划消。
电算化会计不采用传统手工会计中的一套改错方案，凡是登
记过帐的数据，不得更改（当然还是要辅以技术控制），即
使有错，只能采用输入“更改凭证”加以改正，以留下改动
痕迹。对需要打印的账页的空行、空页可以用手工处理。



（4）账务的处理程序（会计核算形式）不同。传统手工会计
处理账务的程序都避免不了重复转抄与计算的根本弱点，伴
之而来的是人员与环节的增多和差错的增多。成熟的电算化
会计的账务处理程序用同一模式来处理不同企业的会计业务，
从会计凭证到会计报表的过程都由计算机处理完成后，而任
何要求的输出都能得到满足。

（5）人员结果不同。传统手工会计中的人员均是会计专业人
员，其中的权威应是会计师；电算化会计中的人员由会计专
业人员、电子计算机软件、硬件及操作人员组成，其中权威
应为掌握电算化会计中级的会计师。

（6）内部控制不同。传统手工会计对会计凭证的正确性，一
般从摘要内容、数量、单价、金额、会计科目等项目来审核；
对账户的正确性一般从三套账的相互核对来验证；还通过账
证相符、账账相符、账实相符等内部控制方式来保证数据的
正确，堵塞漏洞。电算化会计由于账务处理程序和会计工作
组体制的变化，除原始数据的收集、审核、编码由原会计人
员进行外，其余的处理都由计算机部门负责。内部控制方式
部分被计算机技术替代，由手工控制转为人机控制。

以上种种区别，集于一点，就是由于电算化会计 数据处理方
式的改变，引起了传统手工会计各个方面的变化，这一变化
将使得系统功能更为加强，系统结构更为合理，系统管理更
为完善。 四、实习心得： 做实验是为了让我们对平时学习
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在理论和实验教学基础上进
一步巩固已学基本理论及应用知识并加以综合提高，学会将
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方法，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坚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我认为只有把从书本上
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会计实务操作中去，才能真正
掌握这门知识。

半年的电算化实验是在我们充实、奋斗的过程中完成的，记
得实验开始时是那样的茫然、忙碌和疲惫，甚至是不知所措，



因为我们的自学能力和结合能力没有很快的结合与适应，只
能依靠老师的引导和帮助，现在的我们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基
本会计人员了。学校实验的目的就是要加强我们能力培养和
职业道德意识的提高，实验就是我们适应社会工作的垫脚石！

在实验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自身所学知识的有限。有些
题目书本上没有提及，所以我就没有去研究过，做的时候突
然间觉得自己真的有点无知，虽所现在去看依然可以解决问
题，但还是浪费了许多时间，这一点是我必须在以后的学习
中加以改进的地方，同时也要督促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
的完善自我。

同时，在实验过程中，和同学一起解决出现的问题，这也构
成每次实验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通过相互之间提出的问题，
使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譬如：有些东西感觉自己做的
是时候明明没什么错误，偏偏对账的时候就是有错误，让其
同学帮忙看了一下，发现其实是个很小的错误。所以说，相
互帮助是很重要的一点。这在以后的工作或生活中也很关键
的。俗话说：“要想为事业多添一把火，自己就得多添一捆
材”。此次实验，我深深体会到了积累知识的重要性。在这
当中我们遇到了不少难题，但是经过我们大家的讨论和老师
细心的一一指导，问题得到了解决。一年的实验结束了，收
获颇丰，同时也更深刻的认识到要做一个合格的会计工作者
并非我以前想的那么容易，最重要的还是细致严谨。社会是
不要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我们要更多更快从一个学生向
工作者转变，总的来说我对这次实习还是比较满意的，它使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为我以后的学习做了引导，点明了方向，
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定会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片美好的天空。

一. 实验内容

（一）建立帐套。实验内容为： 增加操作员； 建立单位账
套；进行财务分工； 备份/引入账套数据。



（二）基础信息设置。实验内容：系统启用设置；基础档案
设置；数据权限设置。（三）总账管理系统初始设置。本实
验是为总账系统日常业务处理工作做准备，主要包括设置系
统参数、设置会计科目体系、录入期初余额、设置凭证类别、
设置结算方式等。

（四）日常业务处理。主要包括填制凭证、出纳签字，现金、
银行存款日记账和资金日报表的查询，支票登记，审核凭证、
出纳凭证等。

（五）期末处理。实验内容包括银行对账，自动转账，对账，
结账。

（六）财务报表。主要学习自定义报表和使用报表模板生成
报表的方法。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二.实验问题

（一）建立帐套。实验的操作过程中没有遇到很大的问题，
还在适应摸索用友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二）基础信息设置。实验的操作过程中没有遇到很大的问
题，只是把一些公司必要的数据引入，包括部门职员档案，
开户银行等等，数据的设定，要关注的是人员权限的设置，
设置了某个成员的角色，一些业务的处理就只能由该角色来
完成，其他成员不能进入该业务指定的系统中。会计科目，
开始时根据资料增加和修改会计科目，等到填制凭证时才发
现要新增会计科目，更换操作员再进入“基础数据”，然后
更改。增加的明细科目，会把总账科目的金额过渡到明细科
目中。

（三）日常业务处理。在录入凭证时，有的关系到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的会计科目的使用，则会出
现该“科目系统受控不能应用”。这时我们应该调出会计科



目然后找到该科目修改此科目把受控系统去掉，这时就能使
用了。执行出纳签字时我遇到了难题。当我进入系统执行签
字时，系统提示“没有符合条件的凭证”，我怎么也找不出
原因。通过老师我才知道，原来在最初设置会计科目时我没
有将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科目分别设置为现金科
目、银行科目与现金流量科目，只有现金科目与银行科目的
凭证才能进行出纳签字。

（四）期末处理。输入银行对账单时，日期不是超出范围就
不符合要求，经过老师指点发现，进入时没有选对日期，所
以银行对账单总是出问题。当我进行最后一步结账时，系统
提示无法结账。在对账中总账与明细账、银行存款与对账单
等我都是相等的，应收应付系统也结转对账，最后在慢慢的
检查中才发现原来时有一张未记账的凭证。

（五）财务报表。在生成的报表表头的年月日是挤在一起的，
没有很规则的

排列，经同学指点才知道在设置关键字的时候，我只设置了
年，忘了设置月和日了。在生成金额的时候，发现资产合计
和负债与所有者权益合计金额不平，找了很长时间，才发现
是我马虎，录计算公式的时候写错行了。

三. 实验总结

本次实习是我们大学期间的第一次上机实训，是为了让我们
对平时学习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训教
学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已学基本理论及应用知识并加以综合提
高，学会将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方法，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为以后就业做好准备。通过这次实习,我不仅熟悉了会
计电算化制度及运用的整个流程,也能够更加了解用友财务软
件,更好地进行实际操作，对整个企业的预算制度及预算过程
也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



会计专业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一门学科、一项重要的经济管理
工作，是加强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经济管
理离不开会计，经济越发展会计工作就显得越重要。针对于
此，通过对会计学等科目的学习，可以说对会计已经是耳目
能熟了，所有的有关会计的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
方法和结构体系，我都基本掌握了，但这些似乎只是纸上谈
兵，倘若将这些理论性极强的东西搬上实际上应用，那我想
我肯定会是无从下手，一窍不通。自认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
会计理论知识在这里只能成为空谈。于是在坚信“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认为只有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
识应用于实际的会计实务操作中去，才能真正掌握这门知识。

在实训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自身所学知识的有限。有些
题目书本上没有提及，所以我就没有去研究过，做的时候突
然间觉得自己真的有点无知，虽所现在去看依然可以解决问
题，但还是浪费了许多时间，这一点是我必须在以后的学习
中加以改进的地方，同时也要督促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
的完善自我。另外一点，也是在每次实训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就是同学之间的互相帮助。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些东西感觉自己做的是时候明明没什么错误，偏偏对账的时
候就是有错误，让其同学帮忙看了一下，发现其实是个很小
的错误。所以说，相互帮助是很重要的一点。这在以后的工
作或生活中也很关键的。俗话说：“要想为事业多添一把火，
自己就得多添一捆材”。此次实训，我深深体会到了积累知
识的重要性。在这当中我们遇到了不少难题，但是经过我们
大家的讨论和老师细心的一一指导，问题得到了解决。16周
的实训结束了，收获颇丰，同时也更深刻的认识到要做一个
合格的会计工作者并非我以前想的那么容易，最重要的还是
细致严谨。社会是不要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所以我们要更多
更快从一个学生向工作者转变，总的来说我对这次实习还是
比较满意的，它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为我以后的学习做了
引导，点明了方向，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定会有属于我们自
己的一片美好的天空！



会计电算化实验报告总结篇五

加熟练管理系统的操作流程。

二、实验步骤

1、以admin的身份注册系统管理

2、设置操作员

3、建立账套

4、赋予操作员权限，设置操作员和权限

5、账套备份

6、账套引入

7、将admin更换为账套主管，修改账套

三、实验总结

此次实习，我们每天必须在机房上机作账，我们要一直面对
枯燥无味的数字，肯定会心生厌烦。但是过会计电算化上机
操作实习，我们也充分的了解了电算化操作要求和会计应用
步骤方法，提高了电算化会计实务处理能力，加强理论联系
实际能力。同时也在实习过程中发现了一系列这样或那样的
问题，并寻求到解决的方法比如分类偏码方案的设置，和账
套权限的设置等，偏码方案：任何信息都有数据代码，事先
规划设置数据代码由几位数组成，数据的精度，即保留几位
小数。在愉快的实践学习中，我们学会并掌握了系统管理的
整个操作流程，并做好下次学习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