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管理状况 等 变化情况，采用调查

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主要是对现金

流的结构、 变现能力、偿债能力、获取

现金的能力等方 面进行分析，采用的

方法主要是趋势分析，重点应 关注 企

业的资产 负债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净

资产收益率、借款总额、现金储备额等

指 标。最后 ，建立现金流分析跟踪制

度，及时发现现金流 变化趋势，制定相

应的应对措施。
（作者单位：广 州市荔湾 区成人中等

专业学校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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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内部控制的局限性及其对策

杜玉红

（一）内部控制的局限性

1
、内部控制在其本质上的固有缺

陷。内部控制思想源于委托代理。由于

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经常不 一致，

所以，在委托人看来，代理人会作出非

最优决 策和 出现投 机行为 ；而 在代理

人看来，委托人约束自 身行为的原 动

力不 足。委托——代理是一对矛盾 的

统一体，它决 定了内部控制在其本质

上有 与 生俱 来的缺憾：内部控制不 可

能消除一切滥 用职权的可 能性 ， 而是

创造一种为防范滥 用职权 而投 入的成

本与滥用职权的 累 积数额之比 呈合理

状态的机制。

2、人性的不 完美。内部控制受企

业的治理 当局、 管理 当局及其他 员工

的影响 ，由于人的认知和 能 力是有限

的，人对内部控制的理解、对经济活 动

实质的把握及对内部控制的具体执行

行为都具有不 完全性。人的 “有限理

性” 还使其行为 具有不 可确定性和不

可预知 性的一面。因此，组织制定的 包

括内部控制制度在内的一切管理制度

都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或漏洞，

在执行某制度时也会因一时的疏忽大

意或过于自信而酿成或大或小的错误。

3、内部控制的控制盲 区。为什么

会产生内部控制的控制盲区？第一，在

内部控制框架中，内部控 制制度由经

理层制 定并经董事会审批通过，经理

层 自 己制 定制度并执行该制度，这本

身就违背 了内部控制的核心思想——

不相容职 务相互分离。第二，尽管董事

会和经理层的道德规 范和行为操守能

使他 们产生建立内部控制制度的压 力，

但从理性 经济人的角度讲 ，他 们 约束

自身行为的原动 力不 足。

（二）克服内部控制局限性的对策

1 、建立公 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相互

关联 的治理型控制 系统。内部控 制从

内部牵制 发展到今天的风险 管理框架

阶段 ，控制环境与控制主体的界限已

经模糊 ， 萨班斯法案将内部控 制责任

落实到首席执行官和财务执行官；风

险 管理 框架明确指 出董 事会对企业的

风险 管理 负监督 职责，首席执行官对

风险 管理 负最终责任 ；我国审计准则

委 员 会 发布的《独立 审计具体准则 第

29 号——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

评估重大错报风险（征 求意见稿）》中，

对内部控制定义为“由治理 当局、管理

当局和其他人员 设 计和执行的政策和

程序”。由此 可以 看出，中外对内部控

制的认 识 已上升到 “治理控制” 的 高

度。因此 ，笔者认为 ，要克服内部控制

的局限性，就必 须建立 公 司治理和内

部控制相互 关联的全方位、 分层 次的

治理型控制 系统，即：通过股东大会、

监事会解决对“董事会——总经理”的

控制、监督和激励问题；通过董事会实

现对总经理以下执行部门和 岗位的控

制和激励 ，以保证董 事会决 策的贯彻

执行。

2 、 完善内部控 制制度的执行机

制。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 与经营

权 分离，内部控制的执行者是 多级委

托代理链上的每个个体，上至顶层董

事会，下至各基层 员 工 ，由于人性的不

完美和信息不 对称的存在，个体的机

会主义行为 变得越来越普遍。因此，笔

者认 为 ，单凭人的“自律”去执行内部

控制，远远不 够也不现实，必须借助 强

有力的“他律”机制。内部控制的“他

律” 机制同时存在于企业内部和企业

外部，只 有实行内外有机结合才能奏

效。对于内部而言 ，应切实将监事会对

内部控 制的监督职 能 落到实处，同时

真正 发挥董 事会下设的审计委 员会对

内部控制运行的审查和评价作用；对

于外部而 言 ，资本市场的外在压 力和

健全的法律法规体 系的约束是 “他律”

的必要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无论运用

企业内部还是外部的 “他律”，都必须

坚持权责明确和奖惩结合的原则。

3、建立道德规 范和行为操守。内

部环境确立 了一个组织的基调，影响

每个个体的控制意识。人性的不 完美

是可以通过“道德”来调节的，那些凌

驾于内部控 制之上或绕过内部控制的

人，制度已对他们无能为力；而那些讲

道德树正 气的人，即便制度有漏洞他

们也不 会钻制度的 空子。英美等国越

来越 多的公 司将道德规 范和行为 准则

的建设直接 纳入内部控制的构成内容，

督促 包括高层管理者在内的每个职 员

履行企业道德惯例，从而 在企业运营

中按 照较 高的道德标 准来增强其责任

感。实践证明，企业内部控制应 当建立

在共 同的道德规 范和行为 准则的基础

之上，企业中良好的道德风 气和行为

操守本身具有的意义比 有效的内部控

制更为深远。
（作者单位：湖北 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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