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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实务界 对内部控制的认识还有待

统 。内部控制和企业管理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内部控制在企业中如何定位、 企业是否有必要

建设内部控制等问题是企业当前研究和建设内

部控制必须明确的问题。

一、内部控制的发展与管理理论的发

展亦步亦趋

内部控制是随着管理活动的出现而出现的 ，

并随着管理理论的发展而发展。现代内部控制

概念的出现及其理论的形成源于 20世纪以后，

其基本理论虽然是由外部审计人员为了保证审

计质量，提高审计效率而提出和发展的，但是其

理论发展和管理理论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从 20世纪初到 20 世纪 30年代，现代管理

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古典管理理论的出现，

促使内部控制由模糊的思想进入到“内部牵制”

阶段。这一时期，古典管理理论以泰罗的科学管

理理论、法约尔的管理过程理论和马克思·韦伯

的组织管理理论为代表。在他们提出的管理思

想中，劳动分工的提出有利于实现内部牵制，组

织的 友现为 内部 控制 的 实施找到 了基础，管理控制职能的提

出则确定了内部控制的重点。

从 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管理理论进入了行为科学

理论阶段。霍桑的实验结果发现工人的社会、心理需求对企

业效率的影响，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论和赫茨伯格的双因素

理论等促使管理者开始重视企业中最有活力的影响因素
——人

的因素。管理理论的发展影响了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20世
纪40年代，内部控制进入了“内部控制制度”阶段，内部控

制划分为管理控制和会计控制两部分。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管理

理论发展到以战略管理为主的企业组织理论阶

段。这一时期，美国经济面临内忧外患，管理

理论开始重点研究如何适应充满危机和动荡的

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谋求企业的生存发

展并获取竞争优势的问题。管理者认识到企业
竞争优势的创造和维护与企业所处的环境紧密

相关，提高企业战略的预见力、应变力和创新

力是企业发展的核心。与此相适应，20世纪80

年代到90年代，内部控制理论发展进入了“内

部控制结构”阶段，提出控制环境，会计系统

和控制程序是内部控制系统的三个要素。这一

变化首次把环境纳入内部控制的范畴。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企业管理理

论发展到企业再造理论时期。由于经济的迅猛

发展，信息技术的普遍使用，经济周期的显著

缩短，原有的企业组织难以适应新的、竞争日

益激烈的环境，管理理论界提出了从企业管理

制度、流程、组织、文化等方面进行创新。到

20世纪 90年代，内部控制进入了 “内部控制

整体框架”阶段。其包括的要素也扩展为控制

环境、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 信息与沟通和监督五个方面，

强调内部控制是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各个阶段的 “动态过

程”，将管理哲学、企业文化等“软性”管理因素纳入内部控
制范畴。

作为内部控制理论的最新成果，2004年的 CO SO 报告

《企业风险管理框架》，是随着 20 世纪末危机管理理论的发

展而建立起来的。危机管理理论指出风险存在于企业管理的

始终，管理者只能规避风险却不能完全避免风险的发生，因

此需要建立一套识别风险的预警系统， 并形成危机处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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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以应对无处不在的风险。而《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包括

控制环境、目标设定、 事项识别、 风险评估、 风险反应、 控

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督等八个要素 ，致力于识别可能发

生的风险、检测企业各个层次管理上的漏洞、提出处理风险

的方案 ， 以保证企业经营管理目标的实现。

从以上对内部控制发展过程的回顾，可以看出内部控制

的发展和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然联系。

二、内部控制目标和企业管理目标趋同

目标是指 “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
， 内部控制的目标

就是内部控制想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在内部控制理论发展

的不同时期人们对其目标有着不同的理解。
1 936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 ICPA ）发布《独立公共

会计师对财务报表的审查》， 将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义为 “保

证公司现金和其他资产的安全、 保证账簿记录的准确”
。这

一定义将内部控制的目标限制在会计控制方面，基本没有考

虑企业管理者对内部控制目标的理解。
1 949 年 A ICPA 修改了内部控制的定义 ， 将其目标表述

为 “保护企业的资产、 检查其会计资料是否正确可靠 ，以提

高业务效率，促进经营方针、组织计划的贯彻和企业内部所

有调查方法的实施”。这一定义反映了内部控制的目标不仅

包括会计控制的目标 ， 还包括管理控制的目标。

1988年 A ICPA 发布第 55号审计准则公告《财务报表审

计中内部控制结构的考虑》，大幅度修改内部控制的定义 ，提

出了内部控制结构的概念，也对内部控制的目标进行了新的

阐述，指出内部控制的目标是 “取得对企业既定目标的合理

保证”。
1 992年美国 COSO 报告将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义为“保证

营运的效果和效率、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保证遵守相关

的法令”
， 明确提出内部控制的根本目标是保证企业营运的

效果和效率， 这与企业管理的目标已经基本一致。

2004年的 COSO 报告《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对内部控制

的目标随着管理理论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扩展，将制定正确

合理的企业战略也作为内部控制的目标。

从内部控制目标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由于内部控制产

生和发展来源于外部审计师的努力 ，所以在最初内部控制目

标的确定上难免是不全面和侧重于会计控制的 ，但是 ，随着

对内部控制的认识的加深，内部控制的目标和范围逐渐与管

理目标趋同 ，内部控制的根本目标就是为实现企业的整体目

标提供一种保护、 促进机制。

三、内部控制是管理控制职能的深入和展开

控制职能是管理的若干职能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它是指

“监控各项活动以确保它们按计划进行并纠正各种重要偏差

的过程”
， 其内涵应该是对组织战略实施过程的控制。当一

个组织的实际运行状况偏离目标战略时，管理者必须采取纠

正偏差的行动。纠偏行动可以确保组织目标战略的实现。控

制不仅是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 ， 而且也是管理成败的关键，

各项管理活动必须以良好的控制作为保证。

内部控制强调的重点是控制， 这是因为内部控制最初，

最单纯的作用就是为某项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而这一保证

是通过各种控制手段来实现的 ，例如账目的核对就体现出控

制理论中的检查和反馈的原理。内部控制的发展经历了从简

单到复杂的过程，控制的范围由小到大 ，控制的方法由简单

到复杂， 控制的手段由硬性的控制到软性的控制。因此 ，内

部控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企业管理中控制职能的深入和展

开。

四、内部控制超越了单纯的管理控制职能

内部控制强调的重点是管理的控制职能 ，但内部控制超

越了单纯的管理控制职能。内部控制的内容可分为风险控

制、 管理控制和作业控制三个层次。其中 ， 风险控制考虑的

是在设置和实现整个组织的长期目标和战略规划时，必须考

虑相应的风险和风险容忍度，制定适合企业自身情况的发展

战略和具体规划；管理控制是为了确保整体目标能够进一步

分解和实现而进行的组织和权责分派，其根本目的是所有组

织成员以一种合作的形式执行本职工作，以最终实现组织的

战略目标；作业控制考虑的是作业层次为确保具体的作业和

任务得到恰当执行而设置的程序性的控制。由此可以看出 ，

内部控制中虽然强调了控制的职能 ，但是也包含了决策 、 计

划 、 组织、 领导等职能， 并把这些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在管理理论中割裂的各个职能部分，在内部控制中形成了以

目标为导向、以各项业务为中心、各种管理有机结合的一个

整体。这也是内部控制理论在近几十年来备受重视并不断发

展的原因之一。

虽然内部控制的范畴超越了管理控制，但其本质仍然是

一种管理控制活动 ，其目标的实现不能脱离其他管理职能的

配合。内部控制的强化有利于计划、 组织、 领导， 决策等管

理职能的实现 ，而其他管理职能又影响制约着内部控制的实

施， 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 相互影响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内部控制是企业经营管理的

一部分，应与经营管理过程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凌驾于

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之上。因此 ，企业要改善经营管理 ， 达

到预期的目的 ， 必须借助于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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