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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84_E4_BB_B7_E5_c53_87569.htm 内部控制在我国发展现

状 我国市场主体依然“一股独大”，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战略投资人的缺乏，社会诚信的危机，加之法律体系的不完

善，执行混乱，这都不利于内部控制建设所需的环境、 我国

内部控制理论的引进和研究起步晚。90年代，大都由政府在

国有公司强行推进。直至目前，才有财政部颁布两部有关内

部控制的试行法规，另外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出台了《独立

审计准则第19号一内部控制和审计风险》。我国内部控制的

实践时间短，对其认识远未达成一致。内部控制还未形成整

体构架，审计对其评价只作为接受其他受托业务的辅助手段

，还不能作为一项专门受托业务。有关内部控制法规对内部

控制的建立健全及评价都只有原则 性的规定，方向的指引，

其操作性、推广性、可矫正性及可评价性不够。 三、评价内

部控制应具备的条件 (一)评价内部控制应获得法理支持 法是

惩处的法，也是预防的法。内部控制作为管理的手段，首要

功能是预防错误，保护资产，以降低管理成本和社会成本。

内部控制能作为立法的内容将可以为监督评价公司的内部控

制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法的普遍约束力促使公司内部控

制的控制力度得以普遍提高，有效的内部控制还可以成为横

向比较的标准及推广的模式，目前，我国有关内部控制内容

的法规在财政部、审计署等部门出台相关的法规条例有所涉

及，但远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二)先进的内部控制理论是

开展内部控制实践的指南 我国内部控制实践的现状，是由我



国所处的市场阶段有关，内部控制理论研究还是新兴领域，

对如何界定内部控制的概念，架构内部控制及在法律法规上

统一表述都存在认识差异。 美国的内部控制理论最为发达，

实践最为丰富，成效最大。因为立法、公司、研究都把“内

部控制成分沦”作为有关内部控制的立法、制度设计、评价

考核的依据和指南-因此，内部控制的领域广，可操作性强，

权威性高。 (三)公司对内部控制的需求是评价的前提 建立健

全内部控制是公司权力机构或管理当局基于自我利益实现需

要而开展，对其评价一是看对公司运作的效率效果有何实质

性影响，借以发现经营管理漏洞和缺陷；二是看政策制度及

法律法规的遵循性，以维护及扩展公司声誉和形象。 完善的

公司治理结构，不同的利益主体，庞大的公司规模和业务的

错综复杂，都使民主化的管理，透明的信息披露成为公司的

必须。评价内部控制着重要评价公司内部的牵制和分权形式

和实质能否保护中小投资人的利益。 (四)内部控制评价标准 

评价就需要标准。标准由法律法规，规范条例、规章制度等

构成。而内部控制属于管理学范畴，对内部控制的设计和实

施，既要遵循一般原则，也要紧密联系公司的实际，还同参

与评价的人员素质有关。 我国对内部控制理沦研究不深，认

识不一致，法律法规不衔接，没有完整的行业规范体系，更

没有成功的评价案例可资借鉴。 四、内审评价内部控制的现

状 (一)现存的内部控制环境不利内审评价 1．公司环境。内审

作为作为内部控制的内容之一，几乎同内部控制实践同步，

推进的动力和范围也同内部控制实践一样，其目的是探索性

的。上至国家法规，下至公司的内部控制审计规范都是试行

。 产生上述的原因，是由公司对内部控制需求决定的。现真



正具备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不多，公司规模普遍偏小

，管理成本偏高，考核重效果轻效率，控制起点是在事后。

2．行业及法理环境。审计法规定国有公司应当设立内审机构

，而今非国有公司已成为一支重要力量，但设有内审机构就

不多。疆内民营公司在新疆内审协会登记为会员的只占会员

总数的10％。 我国内部审计准则才于最近出台，对内审人员

的宣传、培训还未开始；内审实务指南也还在酝酿中-财政部

有关规范公司内部控制的规定才试行两年。 3．内审的组织

环境。我国专业内部审计队伍尚在组建中，国际注册内部审

计师为数极少。目前，内部审计的主要力量是80年代末90年

初从企事业组织选拔经过短期培训，在实践中成长起来那批

人。内审对公司内部控制评审尚未有先例，对公司所属单位

的内部控制评审也极少，中油集团历年优秀内审项目有关内

部控制的也只有一项。 (二)内审的范围和目标 从国内内审实

务看，主要集中在财务收支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和某些专项

审计。审计的客体主要是公司所属的单位，从未或极少开展

对公司的审计-它的目标指向是下属单位财务收支的真实性、

财政法规的遵循性，经营指标完成情况?审计方法依然是传统

，经验的。审计思想是事后监督。 五、结论 我国正处于市场

经济培育和发展阶段，公司开始寻求内部控制对其持续健康

发展的支持。但这一需求不旺，不均衡，不利于内部控制的

实践深入和理论创新。又因内部控制具有管理属性，受限于

成本效益原则、适时原则、例外原则。加之有关内部控制的

法律法规等制度框架尚在构架和完善当中，能胜任内部控制

评审人员也在培养和成长之中。因此现阶段只能是试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