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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企业界频繁发生的高层管理人员舞弊现象，使得社会各界对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内部
控制的关注激增。众所周知，内部控制制度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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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防范舞弊，减少损失，提高资本的再生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要让一项制度在实践
中真正生效，必须对制度产生的原因和作用过程有深入的了解，而从内部控制的经济学根源来探讨推
进内部控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无疑会为其应用提供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从而更好地推进企业的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 
一、内部控制的定义及与经济学的宏观联系 
根据国际公认的定义，内部控制是企业人员为合理保证财产物资的安全性、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经营
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及合法性，而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建立和实施的由控制环境、风险评
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要素组成的自我制约、检查和调整系统。 
一般认为，企业内部控制的目的大致包括六大方面，即保护企业资产的安全、完整及对其的有效使
用；保证会计信息及其他各种管理信息的存在、可靠和及时提供；保证企业制定的各项管理方针、制
度和措施的贯彻执行；尽量压缩、控制成本、费用，减少不必要的成本、费用，以求企业达到更大的
盈利目标；预防和控制且尽早尽快查明各种错误和弊端，以及及时、准确地制定和采取纠正措施；保
证企业各项生产和经营活动有秩序有效地进行。 
而从内容看，由于每个公司存在性质、业务、规模等方面的不同，内部控制制度的具体内容也不尽相
同，但一般也包括六大方面：合规、合法性控制，即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必须符合国家财经政策
和法规制度；授权、分权控制，即对企业事权力进行合理划分，进行必要的授权和分权；不相容职务
控制，即分离不相容职务，以便相互核对、相互牵制；业务程序标准控制，即对业务活动，按步骤建
立标准化业务处理程序；复查核对控制，即对已完成的经济业务记录进行复查核对；人员素质控制，
即对企业人员的选择、使用和培训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办法，使其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职业道德和较
高的专业素质。 
由内部控制的定义、内容和目的来看，作为企业对其内部经济活动进行控制的一项制度，内部控制将
经济学与制度的建设相结合，作为一种通过人的行为调整实现经济目标的外部强制性约束，必然有着
深刻的经济学根源，也就是说，与经济学尤其是涉及制度和人的行为研究的制度经济学有很强的相关
性。 
二、内部控制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人的行为有两个最重要的假设，即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其中，机会主义假设扩展了传
统理论中人的自利动机，为经济人在自利的引导下寻求策略性行为留下空间；有限理性假设则认为由
于环境的复杂性和人的感知、认知能力不同，使得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和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
有限的。正因为如此，使得每个人对环境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也就大不一样，从而导致人们选择上
的差别。通过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可以通过对人的控制，对实现制度目标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进
行以下分析： 
（一）机会主义假设与内部控制制度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即两权分离是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由此产生了公司治理的一系列问题。两权
分离公司的生存发展需要一个重要前提，即建立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体系，而决定公司治理效果的关
键性因素是公司契约关系的特征，其决定了企业内部控制成本的能力。内部控制，正是会计学响应经
济学公司治理的召唤而做出的积极的强有力的回声，是实现现代企业权力制衡的基本措施。公司治理
是内部控制的前提，而内部控制则是实现公司治理的基础制度设施。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即经
理自主权的有效控制，并使之与股东利益的一致，只有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下，才有可能形成
解决之道。 
可见，内部控制本质上是企业责权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制度经济学恰恰非常看重制度的作用。例
如，制度经济学的团队理论就认为，企业团队中各个成员的贡献是难以测量的，每个成员都有偷懒的
动机，这样，就需要一个监督者，通过将其他成员的收入用合同固定化，然后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
权“，由于剩余索取权与团队总产出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所以这种产权安排是有效率的。又如，随着
企业规模扩大和管理层复杂化，出现了经理层，他们既作为下级的监督者，又被上级所监督，制度经
济学重点分析了企业中物质资本所有者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提出了监督成本、保证成本
等概念。由于所有者与经理的目标函数是不一致的，所以经理的行为并不总是最大化所有者的收益，
因此，所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监督经理，监督数量及质量受到监督成本的制约。同时，经理也会以
某种方式做出某些承诺，保证自己会按照有利于所有者的方式行事，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所有者可能
会预期到经理在偷懒，进而降低对经理的工资支付。两种理论分别提到的”监督者“以及经理的承
诺，就是在事实上执行了内部控制制度的职能，也从机会主义假设的角度提供了这一制度产生的经济
学解释。 
（二）有限理性假设与内部控制制度 
前面提到，有限理性假设认为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人的感知、认知能力的局限，使得人的行为处于有
限的理性之中。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随着企业组织制度的不断演进和经济业务的复杂化和多样化，
一方面，出于对自身精力和掌握知识的有限性考虑，企业所有者不可能将所有业务处理得面面俱到、
完美无缺，不得不将自己的部分权利（经营权）让渡给精通此项业务的人员，而自己则保留对企业的
实际控制权，由此产生了前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为避免代理人在信息和权利不对等的情况下
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需要进行有效的公司治理。而有效的公司治理必须明确利益相关主
体的权、利、责，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利益约束和激励机制，以便更加有效的配置权利、规范利益
相关主体的行为。另一方面，在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分离，所有者即为管理者时，虽然不存在监督和
保证成本的问题，但也可能涉及代理问题，因此也需要自我的监督。制度经济学中就曾提到，所有者
时间和精力的有限性引起了包括自我的代理问题的可能性，因为所有者难以始终处于某种理性计算的
计划过程中。所以，对所有者的”自我代理“问题也要求实施自我的监督和控制，这就要求建立一个
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为这种监督和控制提供信息收集、传递和分析的基础。 
可见，基于制度经济学有限理性假设，结合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两权分离引起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



所有者自我监督问题的产生，企业的内部控制也具备现实的经济学基础。 
三、结束语 
总之，新制度经济学让我们认识到建立一套规范、有效制度的重要性，它可以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资
源优化配置的效率，在制度上保证竞争的合理性。为了能有效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必须加强企业的内
部控制，以内部控制作为具体管理和组织制度安排，并在产权的引导下，发挥组织和管理制度的效
能，实现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在知识经济到来的今天，影响企业经营的环境不仅日益复杂，而且越来越不稳定，市场竞争更是日趋
激烈，如何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成为企业最关注的问题，内部控制制度则为
企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保证。 
参考文献： 
【1】陈关亭 企业内部控制的效果、风险和成本分析 求实 2005（2） 
【2】李若山 徐明磊 COSO报告下的内部控制新发展 会计研究 2005（2） 
【3】于立华 刘秋明 从会计控制到管理控制 中国审计 2005-21 
【4】杨雄胜 内部控制理论研究新视野 会计研究 2005（7） 
【5】M.JesenandW.Meckling 1976：TheroyoftheFirm：ManagerialBehavior AgencyCostsandOwnersh
ipStructure TheJournal()ffinancialEconomics 1976 (31) 305-360.
（作者单位：无锡市园林总公司） 

【 评论 】【 推荐 】

评一评

正在读取… 

 笔名：

 评论：

 发表评论 重写评论

[评论将在5分钟内被审核，请耐心等待]

【注】 发表评论必需遵守以下条例： 

■ 尊重网上道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

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 本站管理人员有权保留或删除其管辖留

言中的任意内容  

■ 本站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您的评论  

■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

述条款  

Copyright ©2007-2008 时代金融 

EliteArticle System Version 3.00 Beta2

当前风格：经典风格

云南省昆明市正义路69号金融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