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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SAP ERP财务：配置与设计(第2版)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对SAP财务展开了系统的讲解，包括SAP概览
、SAP企业结构、SAP ERP财务会计全局设置、新总账、应付账款、应收账款、资产会计、SAP ERP财
务中的成本控制、SAP ERP财务的集成、数据迁移、期末结账、SAP ERP财务报告、SAP ERP财务的实
施和支持等内容。

通过SAP ERP财务：配置与设计(第2版)，你可以掌握与设计、配置一个SAP ERP财务实现相关的最重
要的各种问题，是SAP ERP财务用户必备的参考指南。
SAP ERP财务：配置与设计(第2版)是畅销图书的升级版，对内容进行了彻底的更新，帮助读者全面掌
握SAP ERP财务：从SAP ERP财务基础知识以及它们是如何集成到SAP环境中的，到新的SAP总账可以
如何为用户工作。
SAP ERP财务：配置与设计(第2版)是一本非常宝贵的面向流程的实战指南，包括了理解和配置SAP
ERP财务系统所必需的各种技能、工具及知识等。

SAP ERP财务：配置与设计(第2版)重点内容：
*SAP企业结构
*SAP ERP财务会计全局设置
*新总账
*应付账款
*应收账款
*资产会计
*SAP ERP财务中的成本控制
*SAP ERP财务的集成
*数据迁移
*期末结账
*SAP ERP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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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恩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任集团财务总监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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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支持（维稳） 420 13.2.2 长期支持 421 13.3 小结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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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请记住，销售和购置税是一个专属的领域。
要进行正确配置，需要参考当地的法律法规和SAP所交付的标准税程序以及税码。
通常情况下，系统都提供给了足够用的信息，为的就是能满足大多数企业的要求。
 3.4小结 本章的目的是把横跨所有FI子模块的配置步骤都落实到位。
阅读完本章之后，读者应该具备有足够的知识来设计和配置一个满足实际要求的解决方案，这包括： 
字段状态组的凭证过账控制； 控制总账科目创建的总账科目组； 凭证类型和号码范围； 凭证更改规
则； 销售和购置税。
 现在，我们已经配置完SAP ERP财务会计的全局性设置了，可以着手来看一看具体到子账的详细配置
了。
有关子账方面的详细配置，就从第4章的总分类账开始。
 新总账的设计是用于提高数据的准确性，从而实现更快的期末关账的。
本章介绍7一些新总账设计方案中的可选项，以及实施该方案所必需的配置步骤。
 第4章 新总账 本章的目的是对新总账（GL）的功能进行解释和说明。
之前的章节中已涵盖了许多基本的配置和主数据了，并且这些配置和主数据都是运行管理总账所需要
了解的。
现在要更深入地来研究SAP ERP 6.0版本，在这个版本下，SAP对总账的运行管理进行了巨大的完善。
新总账有了显著的功能提升，因此现在大多数实施SAP ERP的企业都会使用新总账了。
技术上，实施SAP ERP 6.0并且仍然继续使用旧总账也是可以的，如果当初为了保持旧总账，那后续面
临巨大的挑战就是迁移工作，而且还要为单独的迁移工作制订出相应的计划才行。
本章将介绍以下方面的新总账功能： 旧总账和新总账之间的功能差异； 新总账的配置： 引入了新的
科目分配对象——段（或分部、分支机构，本书不作区分，以下同，译者注）： 凭证分割的新功能；
多重分类账的应用。
 新总账包含了很多新的知识，即使单独的一个章节也不能涵盖所有复杂的情况以及可能与特殊需求相
关的各种功能。
因此，在这一章中，重点是概述各种功能，目的是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进而能完成一个新总账的项
目实施或者能支持一个上线的生产系统。
随着SAP发布新的增强包，会发现新总账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其他有关数据迁移和报告出具的可利用信息将在第10章和第12章介绍，这些信息也是能支持新总账的
实施的。
 4.1总账概览 在所有的SAP ERP系统中，总账的目的都是提供用于生成财务分析用的财务底账的。
总账记录着所有的由总账或者是由其他分类账生成的财务过账。
因为总账承接的是所有对财务有影响的业务，因此我们喜欢把总账看作是SAP ERP的核心（见图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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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SAP ERP财务：配置与设计(第2版)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地对SAP财务展开了系统的讲解，包括SAP概览
、SAP企业结构、SAP ERP财务会计全局设置、新总账、应付账款、应收账款、资产会计、SAP ERP财
务中的成本控制、SAP ERP财务的集成、数据迁移、期末结账、SAP ERP财务报告、SAP ERP财务的实
施和支持等内容。
通过SAP ERP财务：配置与设计(第2版)，你可以掌握与设计、配置一个SAP ERP财务实现相关的最重
要的各种问题，是SAP ERP财务用户必备的参考指南。
SAP ERP财务：配置与设计(第2版)是畅销图书的升级版，对内容进行了彻底的更新，帮助读者全面掌
握SAP ERP财务：从SAP ERP财务基础知识以及它们是如何集成到SAP环境中的，到新的SAP总账可以
如何为用户工作。
SAP ERP财务：配置与设计(第2版)是一本非常宝贵的面向流程的实战指南，包括了理解和配置SAP
ERP财务系统所必需的各种技能、工具及知识等。
SAP ERP财务：配置与设计(第2版)重点内容：*SAP企业结构*SAP ERP财务会计全局设置*新总账*应付
账款*应收账款*资产会计*SAP ERP财务中的成本控制*SAP ERP财务的集成*数据迁移*期末结账*SAP
ERP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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