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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思维方式下

实施企业内部控制的选择

朱同明

会计专业本科毕业后，我曾读过一本名为

《 日常生活中的经济学》的书，作者是美国的莫

里斯·D·利维，也正是在这本书的启发下，我

选择了在职攻读经济学专业硕士。多年以 后，当

我和《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第11 版）一书不期

而遇时，激起了我向别人推荐此书的冲动。

号称“经济学非主流教材”的《 经济学的思

维方式》一书，由美国学者保罗·海恩、彼得·勃

特克和大卫·普雷契特科合著，第11版的修订是

在原作者保 罗·海恩离世之后由另外两人秉承其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的智慧和“理解我们这

个复杂的世界”的思路完成的，数据的更新、概

念的拓展和案例的筛选，让这部面世 30多年的

著作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也让经济学更亲

切、更平民化，没有数学公式、模型建构的深奥，

经济学概念的诠释也不再抽象，身边发生的事

件都可能走进经济学视野，成为辅助非经济学

专业的读者创建经济学思维方式的素材；略带

幽默的文风、通俗 且轻松的叙述演绎了经济学

的基本理论和一般规律，这也是“迄今为止在诸

多经济学原理教材中获得国际声誉最盛的教科

书”。习惯于用数字思考，通过数字发现事件背

后的规律，作出财务分析和会计选择——这是

会计人的思维方式。而经济学家对同一事件的

思考，也为会计人提出了思维的新路 径——搭

建了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之 间的通路，这一路

径已经不限于简单的直线式思维方式了。正 因为

如 此，触发了我向会计人推荐此书的冲动也就

不足 为奇了。

供给与需求、产权与交易成本、沉没成本与

机会成本、竞争与垄断、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

外部性与搭便车、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等，

这些经济学概念对于会计人来说并不陌生，甚至

个别概念还与会计概念具有同根性，比如成本、

收益等。这些概念对于经济学人来说，是其在不

同的经济环境下，用来审视 和分析社会现象和

经济活动的思维感知 与情境语素，这些思维感

知与情境语素以 贴近生活的事例为载体，勾勒出

经济学的思维图谱。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

问，优化资源配置就要考虑选择，从 某种程度上

讲，经济学研究的是以 节约为依据的选择和决

策，正如作者所强调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的基

本预设是 ：“所有社会现象均源于个体的行为以

及群体的合作，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基于他们预

期的额外收益和成本进行选择。”可以说，“选择

在经济学理论当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朱同明

以 会计为主体的经济活动的选择，在企业

当中非常普遍，如企业战略规 划目标的选取、预

算目标的设定、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融资方

式的选择、产品 销售价格的确定，等等，对这些

工作会计人习惯称之 为管理决策参考。但从 经

济学人的角度来看，会计人所做的决策参考则

被称为选择。称谓不同，就连会计人参与的企

业内部控制工作，经济学人也能用不同的思维方

式教给会计人以 独特的选择逻辑。

财政部等五部委先后联合下发了《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和《 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以

下分别简称《 基本规 范》和《 配套指引》）。某企

业 为落实内部控制相关要求，召开专门会议研

讨部署实施工作。讨论中，班子成员对于实施企

业内部控制的积极意义形成了共识，企业总经

理（企业负责人）授权总会计师负责企业内部控

制实施工作，但在如 何开展好内部控制制度的

制定和执行问题上，相关人员各有看法。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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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认 为，应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参

考《 基本规 范》和《 配套指引》的相关要求，对照

业务流程的关键环节进行认真梳理，找出企业内

部控制的薄弱环节，优化 控制环境，通过修订企

业内部控制制度来固化 企业内部控制程序，加强

信息沟通和内部监督，在此基础上再造企业管控

流程。但企业负责人的态度却不如总会计师那般

坚决，他强调，企业要加强控制力度，切实防范风

险，同时，也要处理好实施内部控制规 范与生产

经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控制实施方案的选择上，

要保业绩目标的实现，这是企业发展的大局。其

他 班子成员也赞同“一把手”的意见，认 为企业这

些年快速发展，企业制度比较健全，发展形势良

好，连续多年没有出现风险 事件，在实施内部控制

工作中，可 因地制宜地思考问题，只需对照规 范

作一些修补和完善就行，这样有助于提高管理效

率，也有助于解放 生产力。于是在实施内部控制

工作时，修订制度借鉴甚至照搬《基本规范》和《 配

套指引》的相关内容，实施过程只是走过场，所有

工作秩序依 然如 故。《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告诉

我们，“日常选择就是边际选择”。在企业决策中，

一方面，决策者分析比较决策的边际收益，同时，

又 用实施企业内部控制的边际成本与之 对应，因

为理论假设了人们的决策是通过比较预期的额外

收益和预期的额外成本做出的。实施企业内部控

制的边际收益的效率和效果难以 量化 和考评，但

实施内部控制的边际成本是显性化的。另一方面，

当企业呈现比较好的发展局面时，决策者习惯于

将实施企业内部控制的边际 收益评估 为极小值，

认 为发生内部控制失效导致风险发生属于小概率

事件，而且，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即使做得再好，

不发生风险 事件，也无法印证是实施内部控制的

直接结果；相反，实施内部控制必 然要发生成本、

占用企业资源，甚至是影响企业效率和效益，其

边际成本是显而易见的。边际主义的想法是选择

实施内部控制走过场的“经济学依据”，这也使得

该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从 该企业班子成员的行为中，也能捕捉到经

济学关于需求理论的影子：连续多年没有出现风

险事件，因此全面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工作的需求

不紧迫、不强烈；对于那些发生风险 事件造成财

产损失的企业，已经预 先支付了成本，通常，损失

越大、影响越深，企业认真实施内部控制的需求

就越突出、越显著，这样看来，企业对于实施内

部控制的需求表现与传统需求理论的向下倾斜的

需求曲线正好相反，呈现出了吉芬商品（奢侈品是

一种典型的吉芬商品）的需求特征，但我们又不能

认 为企业实施内部控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实施内部控制规范离不开企业“一把手”的推

力。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看重个体，这一点与重视选

择密切相关。集体决策时依赖集体中的个体作选

择。企业负责人是影响决策层思维一致性的关键

因素，思维一致性是群体性思维的集中表现。群

体性思维是指参会人员无论针对什么问题，往往

都选择一种思考方式或解决办法。现实社会中，企

业领导人的性格会影响企业性格，企业领导人对

事物的态度，能影响工作人员对于工作的重视 程

度和深入程度，有的企业领导人甚至认为声音一

致、意见一致是企业凝聚力的重要体现。仍以 上

述单位 为例，在该企业负责人组织召开的内部控制

评价会议上，某部门指出了企业存在内部控制薄

弱环节，企业负责人不等汇报人员说 完就启动了批

驳程序，导致其他 参会人员集体失声，呈报上级

单位的内部控制评价最终以 满分结果报出。

此后不久，这家企业的总经理被查出有经济

问题。上级企业的负责人评价该企业说，在发现

这家企业的问题之前，各级 到该企业去检查指导

工作，企业的班子成员、中层干部甚至是普通员

工 ，传递的都是赞誉之声，表现出有干劲、有士

气，也有干好工作的决心。也许正是这样的信息

传递蒙蔽了上级的视 线。问题面前，集体失声；

事实面前，集体变声，形成强烈的晕轮效应，发出

唯一的声音干扰了上级决策者的思考和选择。

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是一项系统工 程，前

述案例中的企业选择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失败

的案例，不是因为经济学理论出了问题，而是实践

中该企业没有考虑内部控制工作走过场可能产生

的机会损失，决策过程中，过分倚重企业负责人

的个体选择，错误运用思维感知和情境语素，不

恰 当的思维方式最终使企业内部控制工作流于形

式。这使我联想到彼得·圣吉在《 第五项修炼》中

所讲到的“修炼的最高境界是系统性思维”，系统

性思维可以使人少走弯路，少犯错误。

（作者系中国铁路 物资哈 尔滨有限公 司总会

计师）

责任编辑  雷 蕾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CFO论坛
	经济学思维方式下实施企业内部控制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