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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2249； 

北京环卫集团公司，北京 100101） 

【摘要】本文从管理学基础理论角度分析内部控制，分别阐述了内部控制定义和其在企业管理中的

定位、内部控制中人的因素、内部控制与我国的文化结合、并结合我国公司治理问题、最后提出优质的

内部控制的前提和基础条件。 

【关键词】内部控制 管理理论 公司治理 企业文化 重视人 

1936年美国会计师协会（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前身）发布了《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的审

查》文告，首次使用了“内部控制”这个名称。此时对内部控制的定义侧重于内部牵引，内部牵引

在会计制度中的应用从而有利于财务报表的可靠性评测。1972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对于内部控制

的定义进行了改进，以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来综合表述内部控制的概念。1988年AICPA发

布SAS NO.55中用内部控制结构取代之前的“制度二分法”定义。我们目前大多数学者定义的概念

COSO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美国COSO的定义：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以及其他员工影

响实施的，旨在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果和效率以及现行法规的遵循而提供合理保证的

过程。 

本人无意于讨论内部控制的明确定义，但从管理学理论看待内部控制，内部控制仅仅是实现某

种目标的一个工具或者说是一种机制、一种策略甚至是一项明确的政策。当然这个工具是动态性

的，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的。 

一、内部控制的管理定位 

从成熟期的内部控制理论来看，学术界受到COSO和SOX法案的影响最大，几乎是每个研究内部

控制的学者必须提及到的内容。但是无论是COSO还是SOX都仅仅是在一系列财务欺诈案件之后，相

关部门所做出来的合理的反应而已。COSO报告和SOX法案仅仅是这一系列案件后果中的一小部分成

果，从公司制的发展历史上来看，财务造假与反财务虚假报告就从未停止过，内部控制仅仅是他们

两派斗争之后的副产品而已。 

内部控制作为世界任何国家审计部门或者相关财务政策管理部门密切关注的焦点，从本质上来

看仅仅反应了两个方面内容：（1）对于受托责任的监控，公司所有者要求资产的保值与增值，不

希望管理者有太大的冒险行为，更不希望看到虚假的受托报告。（2）决策有用，无论是“安然”

“世通”还是“银广夏”等公司的失败，最终买单的都是投资者，内部控制有利于保证投资者的权

益。而本人认为，公司造假事件带来更大的作用就是投资者的不断理性，以及对于未来投资的慎重

和风险意识的加强。 

内部控制仅仅作为一种企业管理的工具，其服务于企业的总体目标，而一个企业的正常运行和

发展壮大是一个过程，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他的作用。在我看来，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其发展状

况，资本的保值增值能力，若一个企业没有发展壮大的潜力，何谈其内部控制的优劣呢？有关统计

我国的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仅有2.7年，这种情况下我们关注的或许应该是如何让我们的企业活得长



 

一点。 

二、管理学基础理论与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理论相对于管理学理论，仅仅作为管理学理论的一个微小的补充。公司制是现代企业

管理理论的基石，，我们的管理理论无不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的生存

要求企业必须合法，其中当然包括规范其资本市场行为的法案（SOX），发展就要求企业不断的资

本增值，有盈利。内部控制作为管理工具，在企业生存和发展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可以说是无

形的。 

我国学者比较推崇孔茨的管理过程学，管理是通过实施计划、组织、人事、控制等职能来协调

组织资源，优质高效的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过程。用管理学相关理论解释内部控制。 

（1）控制论看内部控制，控制论是研究如何利用控制器，通过信息的变换与反馈作用，使系

统能自动按照人们预定的程序运行，最终达到最优目标的学问。内部控制就是以控制论为基础，分

析研究具体过程，对各个管理环节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具体来说，任何组织的运行，都必须有

激励与约束机制，然而控制似乎侧重于约束，但是只有有了约束才有激励，同样有了激励也就必须

有约束有控制。控制客体的行为就会产生动机，动机形成行为，而任何行为都会体现激励与约束。

行为的合理产生激励，行为的不合理产生约束，此为控制的两个方面。 

（2）从系统论来看内部控制，任何控制贯穿于企业管理的整个过程，而整个管理可以看做一

个系统。内部控制作为系统自身不断循环和提升的必要机能，类似于人体的免疫系统。如市场行为

失效，财务造假案例之后的内部控制可以看为系统的正常机制。如大病之人，病愈后其免疫力自然

提高，下次不会害怕同一病毒的侵犯。我国学者宋良荣（2006）对于内部控制的定义为现代意义上

的内部控制是在长期的经营实践过程中，随着组织(单位)对内加强管理和对外满足社会需要而逐渐

发展起的自我检查、自我调整和自我制约的系统，其中凝聚了世界上古往今来的管理思想和实践经

验。此定义就强调了现代企业系统中内部控制的自我调节作用。 

（3）从权变理论来看内部控制。权变理论认为没有什么事一成不变的，管理也是一样，没有

任何一个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方法。管理方法必须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

整，如早期阶段内部控制主要集中在内部牵引，之后伴随着会计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制度二分法，

之后伴随资本市场的发展出现了内部控制结构论，再之后由于管理工具的日益现代化和一系列新现

象的发生促使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理论的发展。从权变理论看，内部控制必须根据各种新情况，不断

的调整和完善。由于社会、经济、管理环境的变化，内部控制的职能也随着变化，从而引导内部控

制理论的演化。 

三、内部控制中的“人” 

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管理中应该对人有正确的认识，而对人的正确认识与一定得社会发展

状况相适应。内部控制中的一切机制和实施也同样离不开人的因素，对于人的认识不同我们的内部

控制理论也会有差异，对于人的认识可以看做是控制环境要素也可以看作为控制对象要素。 

管理理论中首先对人进行人性假设，并且根据假设设定管理理论。对于人的认识经历了经济

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和复杂人。麦格雷戈提出了“X”“Y”两种相反的假设: 一种是消极的X

理论; 另一种是积极的Y理论。西蒙的《控制》一书中指出,若没有监督和激励措施, 将会有70%的

人会逃避责任，因此必须进行控制。许多管理学者认为, 在没有监督措施和惩罚措施的情况下, 关

注自我利益的人会怠工和逃避责任。心理学家和行为管理学派更关注人的情感、激励、自我实现和

个人及集体的行为。西蒙认为: 有效的控制既不能抑制创新, 又要确保员工的行为符合组织的目

标，并且基于此设置控制机制。本人认为，从管理学两大人性假设的角度回顾内部控制的演进过

程，可以看出在内部控制产生的早期, 主要通过授权审批、职责分离、资产接触控制、核对记录等

强制约束手段达到防止差错和舞弊的目的，其基于的人性假设是X理论的人性消极理论。随着管理

理论和内部控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人们逐渐认识到人是内部控制的主体和主导力量, 内部控制中

必须以人为核心。这也符合超Y理论对于人的认识，人的动机与需求的多样性和权变性，就要求我

们的控制理论也有一定的弹性，不能是一成不变的。正如COSO报告中对于控制环境与控制对象中增

加了对于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评估，SOX法案可看做是对于上市公司控制机制和关键管理者行为和责

任的控制。 

对于企业中“领导”的认识也经历了领导性格理论、行为方式理论、现代理论和新理论的阶

段。目前我们的内部控制理论符合现代理论对于领导的认识，对于管理高层的控制不仅考虑领导主

体、客体，还考虑到了环境因素。也就是说我们的内部控制理论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过程、信

息与沟通、控制活动及对控制的监督，其中很重要的是对于各个岗位中人的能力的评估与自我认识

 



的评估。 

四、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 

我们目前的内部控制理论受西方相关理论的影响很大，有的方面几乎是照搬。但是，本人认为

由于各国历史和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内部控制的引进能够解决我国的一些问题，但长远

来看必须建立适合我国特殊经济情况和传统文化的内部控制理论体系。如SOX法案对于公司管理层

的责任描述及对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要求，是基于美国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和较为理性的投资者。我

国1314号审计准则中也几乎全面性的引进了SOX法案404号和302号得规定，然而我国企业在内部治

理和法律环境等方面都与美国企业有很大的差别，本人认为在执行效果上会有差异。 

中国人口众多，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其传统思想和人们的处事方式会和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移

民性国家美国的文化基础有很大的差异。我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儒家、墨家、法家等学派，我国的

企业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儒家、道家崇尚仁政，其认为人性本善, 主张

德治, 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 认为人在合理的条件下会有自律意识, 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要求全

力阶层权衡各个阶层的利益。法家认为人性本恶, 好利的本性使人无法做到自律,认为道德伦理不

能约束人的行为, 必须用严密的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显然, 这两种学说的出发点和依据几乎是相

反的,法家的思想和儒家的思想类似于西方的X与Y理论。根据法家思想, 内部控制必须建立刚性的

制度; 根据儒家思想, 内部控制应该以柔性管理为基础。本人认为,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

工具, 必须与企业所处环境的文化结合起来。用控制性制度与软性的企业文化结合起来, 激发员工

的自律行为, 容易实现和必须的控制问题采用制度约束，更高层次的需要用文化引导，现实中一味

的规范性内部控制制度往往难以发挥理想的效果，需要企业文化的柔性引导。另外, 从中国文化历

史来看,始终是儒家文化占据主流，本身就说明了柔性管理问题。因此, 在我国这种大的文化背景

下, 过于刚性、管束的应该得到改善，可以构筑由“控制制度+企业文化”两大要素相互补充的内

控体制。 

五、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 

COSO内部控制理论建立在英美公司治理模式的基础上，而我国的公司自理模式是属于大陆模

式，英美公司治理模式与大陆治理模式差别较大，英美模式以股权之上为原则，股权高度分散，资

本市场发达外部约束力强。而我国的治理模式类似于日德的大陆模式，法人持股比例大，股权集中

股票流动性差，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外部监督能力差，依赖政府管理职能。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公司

治理存在问题较多。如股权结构的不合理，“授权投资人”的制度缺陷、股东大会流于形式、董事

会不规范、监督机制薄弱、老三会与新三会、代理人缺位（经营者的选拔问题）、管理权责激励与

约束制度的等等问题，尤其是国有改制股份公司有其形无其实的现代治理机制问题。 

一般认为，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的基础。公司治理解决各个所有者与管理者，管理者内部之间

的权责利的划分问题，而内部控制本身并不约束最高管理者当局本身。公司治理解决所有者与管理

者之间的委托关系，而内部控制仅仅是企业运作过程中的管理工具，保证经营目标的实现。有人认

为现实中，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是相互促进的，但是本人认为好的内部控制必须以好的公司治理为

基础，基础问题不解决难谈内部控制优劣。 

六、结论 

只有合理的内部控制定位，在适当的企业发展阶段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在良好的公司治理基础

上，结合特殊的企业文化，内部控制才能发挥其重要作用。通过以上粗浅论述，本人总结如下： 

(1)内部控制是实现企业目标的管理工具。 

(2)明确内部控制在管理中的定位，不能夸大其作用。 

(3)内部控制理论以管理理论为基础。 

(4)内部控制中以“人”为核心 

(5)我国内部控制应该重视文化的作用。 

(6)只有根本上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才能达到理想的内部控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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