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与探索

企业会计舞弊因子及其防范对策分析：

管理环境视角
程 琳  胡 宪

企业会计舞弊萌芽、产生、蔓延于一定的管理环境之

中。无论管理环境中的哪个因素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管理

的质量，可能造成管理失效，从而导致会计舞弊的发生。我

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会计的宏观管理在顺应市场

经济转化方面还存在滞后问题，与国际现代化会计管理还

存在一定差距，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企业管理环境的

角度对会计舞弊因子进行分析，从而加强内部控制，遏制会

计舞弊。

一、 加强内部组织控制

1、加强内部组织规划控制。内部组织规划控制是指对

企业内部组织机构设置、职务分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

的控制。目前，我国许多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与现代企业制

度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在运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使得内

部组织规划控制虚化，由此加大了会计舞弊的机率。因此，

在企业内部，应该加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

等的职责，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规范运作

的法人治理结构，尤其应突出监事会对企业会计工作的监督

作用，使会计工作处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

2、加强内部组织适度性控制。内部组织适度性控制就

是对内部控制的范围、程度和频度应恰到好处。然而，一些

企业在内部组织适度性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有

的过度控制，扼杀控制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

而影响个人能力的发展和工作热情的提高，最终影响企业的

效率；有的则控制不足，内部控制组织中的个人无视组织的

要求，我行我素，使内部组织活动无序，甚至利用在组织中

的便利地位谋求个人利益，进行会计舞弊。因此，不仅应该

重视内部组织规划控制，还应该做到内部组织控制的适度

性，既要满足对组织活动的监督和检查的需要，又要防止与

组织成员发生冲突，还要考虑到企业内部控制活动的性质、

管理层次受培训的程度等因素，使内部组织控制做到适当

控制。

3、加强内部行政控制。内部行政控制是指企业内部各

经营管理部门的行政领导和有关工作人员在业务处理过程

中采用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各种程序、手续和方法。

企业内部控制涉及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它们都可

以根据自身业务的特点和工作范围，建立相应的内部控制，

从而实现内部控制的目标。但是，在实际中有不少企业的内

部行政控制虚化，导致相关部门或人员串通舞弊。因此，在

重视内部行政控制建设，对不相容职务进行分离控制时，更

为重要的是保证控制部门或人员的独立性，即各控制部门

之间是平级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各控制人员之间是平等

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以保证不相容职务分离作用的发

挥，有效地遏制会计舞弊。

4、加强内部纪律控制。内部纪律控制是指单位内部有

关部门制定的某些专门纪律，以警示控制部门或控制人员什

么能为、什么不能为。不少企业虽然制定了内部纪律控制，

但是由于内部纪律控制本身的局限性，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应

有的刚性，不能有效地防止会计舞弊。因此，企业不仅应该

根据不同的经营活动，建立适当的内部管理控制，还应该根

据不同的内部管理控制特点，针对不同的岗位制定相应的内

部纪律控制，并严格实施，以保证内部纪律控制得以实现。

二、完善内部管理控制

1、重视内部会计基础工作控制。对会计基础工作控制

的重点是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进行控制，关键

点是对会计人员进行控制。目前我国许多企业，由于多年来

对会计基础工作的认识不足或存在偏差，使得会计基础工作

控制软化，从而增加了会计舞弊的可能性。因此，应该提高

对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认识，使各个控制部门和人员重视日

常会计基础工作，进一步完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相关规

定，使之成为指导会计基础工作建设的基本依据；规范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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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设置和会计人员的任职资格，使之成为各个控制部门

和人员学习和贯彻执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动力；按照会计

基础工作规范的规定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登记账簿、编制

会计报表，确保会计资料真实可靠，从而遏制会计舞弊。

2、完善内部业务处理流程程序控制。内部业务处理流

程程序是指在业务处理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流转环节和处理

手续。如果企业在业务的授权、经办、核准、执行、记录和复

核等环节缺乏应有的控制技术，就会使业务处理流程程序

控制软化，从而加速会计舞弊的产生。因此，我们在完善内

部控制标准体系时，应该将业务处理流程程序制度化，从而

使得各级业务处理控制部门和人员，按照科学的业务处理

流程程序办事，避免工作杂乱无序，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

遏制会计舞弊的发生。

3、完善内部授权批准控制。内部授权批准控制是指对

内部部门或人员处理经济业务的权限的控制。针对当前我

国不少企业的情况，对于授权批准范围、授权批准层次、授

权批准责任和授权批准程序等方面的控制内容尚待明确和

完善，同时要区分“一般授权”（即办理一般经济业务时权力

等级和批准条件的规定）和“特殊授权”（即办理特定经济业

务时权力等级和批准条件的规定）。

4、完善内部财产控制。由于我国不少企业存在着不同

程度的财产保护控制软化，为会计舞弊提供了条件。因此，

应该建立“财产接触保护控制”，严格限制无关人员对财产

物资的直接接近；建立“定期盘点保护控制”，定期对财产

物资进行盘查核对，保证账实相符；建立“记录财产保护

控制”，使财产与相关的文件和会计记录得到妥善保管；

还要建立“财产保险保护控制”，根据企业经营水平和业务

性质的变化作出保险覆盖率水平决策，以增加财产受损后

的补偿机会；等等。由此，使财产的收、付、存、用得到严

密的控制，有效地防止财产的损失浪费及贪污盗窃等问题

的发生。

三、健全内部会计控制

1、明确内部会计控制内容。一是会计岗位责任控制。

在合理设置组织机构的基础上，将各个部门的业务活动划

分为若干具体的工作岗位，在不同的岗位上配备具体的会计

控制人员，并规定其岗位职责、工作标准，对其权限和责任

进行控制。二是会计内部牵制控制。如 ：对款项的收付与登

记结算，应设置两名或两名以上的会计人员相互核对、相互

制约，杜绝一人顶两岗、钱账不分离的现象。三是会计资料

控制，包括会计凭证控制、会计账簿控制、会计报表控制。

四是会计稽核控制，确保经济业务发生的合法合规性、会计

资料记录的真实准确性、相关资料的一致性等。五是财产物

资控制，具体包括接触控制、定期盘点控制、记录保护控制

等。六是会计分析控制。

2、确定内部会计控制目标。一是科学的内部会计控制

制度。其中约束制度的目标是使经济活动避免不正当行为；

而激励制度的目标是使经济活动合法、合规、有效地进行。
二是客观的会计资料。只有通过客观的会计资料记录、汇总

和报告，才能落实企业经营管理责任，实现对经济活动进行

核算和监督的职能。三是安全的财产物资。其一要加强财产

物资的实物控制，使财产物资的实物形态安全；其二要加强

财产物资的价值控制，使财产物资保值增值。四是系统的会

计业务处理流程。实现内部会计控制目标的一个有效办法

是会计业务处理流程系统化，由此实现会计处理的合理性.

有效遏制会计舞弊。

3、选择内部会计控制方法。内部会计控制的方法主要包

括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控制、授权批准控制、会计系统控制、

预算控制、财产保全控制、风险控制、内部报告控制、电子信

息技术控制等方法，企业应该针对不同的业务选择具体可行

的内部会计控制方法。例如，对货币资金采用凭证记录控制

和内部牵制控制等；对往来款项采用信用审批控制和双方账

目核对等；对存货采用入库验收控制和定期盘点控制等；对

投资采用投资可行性控制和投资决策控制等；对固定资产采

用购置控制和退出控制等；对收入采用定单控制和销售定价

标准控制等；对成本费用采用标准控制和授权批准控制等；

对利润采用人员轮换控制和内部稽核控制等。

4、加强内部会计控制的执行。一是注重内部会计控制

人员的素质培养，为内部会计控制的执行奠定基础。二是明

晰内部会计人员的权力和责任，使权责对称。三是对内部会

计控制的执行实施检查与考核，做到奖惩分明。四是加大外

部监督力度，包括监管部门的监督、民间审计的监督、媒体

的监督等。

（作者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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