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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控制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治理公司的重要手段，在国际

上的研究已日渐成熟。本文从国际内控理论研究的不同发展

阶段对企业内部控制的不同认识出发，帮助人们深刻理解内

部控制的内涵；通过对目前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存在问题的分

析，论述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按照

国际先进内控模式COSO报告关于内控系统的整体框架要求

，从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和监督评

审五个方面入手，提出本人对建立健全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制

度的几点浅见。 内部控制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我们知道，有关企业经

营的失败、会计信息失真、违法经营等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都

可以归结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缺失或失效，诸如我国巨人

集团的倒塌。郑州亚细亚的衰败，震惊中外的琼民源、银广

厦事件的发生，乃至美国安然公司的破产等等这些现象，无

不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完善企业内

部控制制度，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

信息披露制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并保证资本市场有效

运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内部控制的理论发展 内部控制具有其科学的定义和丰富

的内容，只有深刻理解内控的内涵才能明确如何强化内控。

纵观历史上对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大致上分为四个阶段： (

一)内部牵制阶段 内部牵制这个概念最早于1905年由L．R



．Dicksee提出，他认为，内部牵制由三个要素构成：职责分

工、会计记录、人员轮换。当时的内部牵制是基于以下两个

基本设想：1、二个或以上的人或部门无意识地犯同样错误的

机会是很小的；2、二个或以上的人或部门有意识地合伙舞弊

的可能性大大低于单独一个人或部门舞弊的可能性。实践证

明这些设想是合理的，内部牵制机制确实有效地减少了错误

和舞弊行为，因此在现代内部控制理论中，内部牵制仍占有

重要的地位，成为有关组织机构控制、职务分离控制 的基础

。 (二)内部控制阶段 1949年，美国会计师协会的审计程序委

员会在《内部控制，一种协调制度要素及其对管理当局和独

立注册会计师的重要性》的报告中，对内部控制首次作了权

威性定义：“内部控制包括组织机构的设计和企业内部采取

的所有相互协调的方法和措施。这些方法和措施都用于保护

企业的财产，检查会计信息的准确性，提高经营效率，推动

企业坚持执行既定的管理政策。1958年10月该委员会发布的

《审计程序公告第29号》对内部控制定义重新进行表述，并

将内部控制划分为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 (三)内部控制结构

阶段 198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

》，提出了“内部控制结构”是为了对实现特定公司目标提

供合理保证而建立的一系列政策和程序构成的有机总体，包

括控制环境、会计系统及控制程序三个部分。《审计准则公

告第55号》从1990年1月起实行，自此，《审计程序公告第29

号》中将内部控制划分为内部管理控制和内部会计控制的提

法也被“内部控制结构”所取代。 (四)一体化控制阶段 八十

年代以来，虚假财务报表时有发生。为此，美国成立了“反

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设专门致力于内部控制研究的“



发起组织委员会”，简称COSO。COSO于1992年提出了题为

“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研究报告，这就是著名的COSO报

告。审计准则委员会于1995年发布了《审计准则公告第78号

》，全面接受了COSO报告的观点，并自1997年1月起生效。

新准则将内部控制定义为：“由一个企业的董事长、管理层

和其他人员实现的过程，旨在为下列三大目标提供合理保证

：1、经营的效果和效率(操作性目标)；2、财务报告的可靠

性(信息性目标)；3、符合适用的法律和”法规(遵从性目标)

”。这三大目标既能满足不同的需要，又相互交叉。是一种

“全部控制论”的概念。在COSO报告中，认为内部控制涵

盖了企业内部五大组成部分的丰富内容：控制环境、风险评

估、控制活动、信息与交流和监督评审。这五大组成部分与

前述三大目标有机地相结合，构成了内部控制的完整体系

。COS0报告旨在为各行各业提出这一思路的。我国的企业工

作者很有必要适应形势，转变观念，从内控的三大目标出发

，去考察本单位上述五大组成部分的各个方面，看是否建立

了健全的内控制度，而且看这些制度是否得以认真贯彻实施

。 二、现行企业．内部控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内控认

识不足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对于国有企业，只是一味地批

评计划经济制度管理得太严太死，因此在改革中十分重视经

济权利的下放，然而，却淡漠了经济活动内部的至关重要的

控制机构，甚至连国有企业多年来积累的内部控制经验也都

给放掉了。事实上，并非所有企业都只是靠宏观体制的改革

才能发展的，关键是企业微观领域的改革不能滞后于宏观体

制的改革，这也许正是为什么有的企业的在改革中充满了生

机，而有的企业却被市场所淘汰的原因所在。目前一些企业



特别是有些国有企业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存在两种倾向值得注

意：一是一部分人习惯于甚至满足于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

认为只要能够规范化操作就行，不必考虑是否先进。二是虽

然大家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容易片面强调改革组织结

构的重要性，忽视了控制方式的跟进和强化。这就使公司的

改革同微观治理机制相脱离。不论是维持传统的经营管理方

式，还是片面以改革取代控制的观念，对企业的发展都是不

利的，这些认识上的偏差都将阻碍着企业内控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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