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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牵制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早已存在着内部控制的

基本思想和初级形式--内部牵制。远在公元前3600年的美索不

达米亚文化的记载中，就可找到内部牵制的踪迹。在当时极

为粗糙的财务管理活动中，记录员要核对付款清单，并在付

款清单上打上“点、勾、圈”等核对符号，表明检察账目的

工作已经完成。这表示简单的内部牵制措施已经出现在原始

的会计实践中。当时的内部牵制活动仅是由于经济发展、管

理需要产生的自觉不自觉的活动。人们从未对内部牵制本身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以认识，提出某些见解，仅是凭经验进

行着最粗糙最简单的内部牵制活动。到了13世纪末，会计上

出现了复式簿记之后，内部牵制的发展有了新的进步。在当

时，作为会计控制的复式簿记是以单纯的记账人与保管人相

分离的职责分工为基础的。15世纪末，借贷复式记账法在意

大利出现。自此，开始对管理钱财物的不同岗位进行分离，

并利用其勾稽关系进行交互核对以达到互相牵制的目的。 20

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的规模不断扩大，内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资料所有者和

经营者相互分离。为了保护资产，保证会计纪录的正确性，

提高管理水平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一些企业逐步摸索出

一些组织、调节、制约和检查企业生产活动的办法，即按照

人们的主观设想建立内部牵制制度，以防范和揭露错误。所

谓的内部牵制是指企业内部明确各方面的权限、职责，便于



在经济活动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自动检验错误、防止舞

弊的一种控制机制。基于该内部牵制定义建立起来的会计工

作制度，就叫做内部牵制制度。至此，内部牵制开始走向成

熟。 这段时期的内部牵制，基本上是辅助会计职能，以查错

防弊为目的，以职务分离和交互核对为手法。人们对上述内

部牵制的基本思想--查错防弊，长期以来没有根本的异议，

以致在现代的内部牵制理论中，内部牵制仍占有相当重要的

地位，并成为现代内部控制理论中有关组织控制、职务分离

的雏形。 企业管理的产物：发展期的内部牵制制度 20世纪初

期已经基本确立的内部牵制制度虽然对于企业管理起了很大

作用，但随着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经济进一步发展，其不

完善之处也愈加显露出来。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世界

性经济大危机，迫使许多企业加强了对生产的控制与监督，

促使企业的内部控制工作进一步超越会计及财务范畴，深入

到企业所有部门及整个业务活动。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一些国家由于资本过于集中、市场国

际化、贸易国际化，使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业务日益繁杂。

企业管理当局不可能事必躬亲，必须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

管理制度和控制制度，使企业各项经济业务程序化、标准化

，人员职责分工制度化，一切经济手续执行规范化，以做到

相互促进，相互制约，防止错误和舞弊发生。而且，随着分

支机构的出现，也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以确保会计程序

的统一性和运用会计程序的一致性，及验证各分支机构的经

济业务和利润中心的报告。所有这些都对企业管理提出了建

立健全人员条件、检查标准和内部审计等控制措施的要求，

并促使内部控制从对单项经济活动进行独立控制为主面向对



全部经济活动进行系统控制为主发展，进而形成包括组织机

构、岗位责任、人员条件、业务程序、处理手续、检查标准

和内部审计在内的严密的控制系统。至此，内部控制完成了

其主体内容的塑造过程。 与此同时，管理理论的发展，也对

促进内部控制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在20世纪初，虽然管理

学理论界已经认识到了内部控制的重要作用，但往往将控制

视为预防性的。在随后的管理理论发展中，人们由于对控制

的认识加深，意识到控制不应是套在人们身上的枷锁，而应

成为管理人员的助手。正是在这些管理理论的指导下，企业

经营管理者从内部牵制原则出发，沿袭相互制约、相互检查

和相互协调的思想，尝试着在组织结构、业务程序、处理手

段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控制措施，对其所属部门的人员及工

作进行组织、制约和调节，形成了许多新的管理控制方法。

这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逐渐确定下来，并在经营管理实践

中发挥越来越大的组织和调节经济活动的作用。这种较内部

牵制制度内容更充实、范围更广泛、效果更显著的管理体系

，即是内部控制制度的雏形。 1963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下设的审计程序委员会发布的第33号《审计程序说明书》对

内部控制定义作了表述，并明确将内部控制划分为会计控制

和管理控制。前者的目的在于保护企业资产，检查会计数据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后者的目的在于提高经营效率，促使有

关人员遵守既定的管理方针，独立审计师只负责检查会计控

制，不负责检查管理控制。在这一阶段内部控制的主要发展

就是在内部牵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内部控制的思想并将内

部控制分为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两部分，也可称这一阶段为

内部控制制度阶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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