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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的源流与衍变

张杰明

内部控制 一词
,

约

出现于本世纪 年代中后期
。

许多学者注意

到了它与内部牵制概念之间的亲缘关系
、

然

而
,

内部控制并非内部牵制的简单放大
,

而

是内部牵制和现代管理科学结合的产物
。

一
、

内部牵制与内部控制

内部牵制 是一种古

老的管理思想
。

早在古代文明社会中
,

它就

已成为国家经济管理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

理查德
·

布朗 年出版的一部会计史著作

中
,

对古代埃及 国库管理作了这样的描述

,’口果没有书面证明
,

任何东西都不能

从国库中取出
,

对于工作人员盗用公款
,

采

用将一个官员所作的多项记录与另一个官员

所作的多项记录互相核对的方法加 以防范
。

当谷物运抵仓库时
,

谷物必须在一个监督人

员的监督下入库
,

并记录下入库数量
。

当粮

袋运到仓库顶部从粮食入 口倒入时
,

坐在那

里的书记员记录下倒入谷物的数量
” 、

①

这种种做法
,

已经反映出了内部牵制的

几个基本特点 业务授权
,

未经授权

业务不得执行 双重记录
,

以预防记

录差错与有意舞弊 定期核对记录
,

可 以及时探察出各种错误与舞弊行为
。

从罗马帝国时代国家公共收支管理中
,

还可以看到作为内部牵制之基础 —职责分

工的特点
。

罗马元老院负责控制公共收支
,

由执政官员负责执行
,

会 计 官 则 负 责 记

录
。

⑧

业务授权
,

职责分工
,

双重记录
,

定期

核对
,

构成内部牵制的基本内容
。

世纪 以

前的管理
,

主要内容就是内部牵制
。

世纪

初企业管理所承袭的
,

也是这些 内容 内部

牵制的思想虽然古老
,

但在现代 企 业 管 理

中
,

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蒙哥马利
·

在 年代初曾详细介绍过在一个企业组织中

如何有效实现内部牵制的问题
。

他指出
,

内

部牵制贯穿于各种业务之中
,

涉及接收邮寄

汇款和现金
,

钩货和销货
,

往来帐目
,

工资

发放
,

存货管理以及分支机构业务管理各个

方面
。

蒙哥马利指出 内部牵制 的 核 心 问

题
,

是
“

使各个帐目或程序的某一部分
,

不

致落入任何一单个人的控制之中
” 。

③

除了业务授权
、

职责分工
、

双重记录及

定期核对等传统做法以外
,

蒙氏还提到内部

牵制的一项新内容 —休假和轮换制度
。

对

于重要职务
,

应实行强制性休假
,

由另一人

短期代理 对一般职务
,

可采用职务轮换的

作法
。

年代文献中
,

在内部牵制的论述上
,

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

从 年美国纽约罗那

德出版公司出版的一本《会计人 员 手 册 》

中
,

即可窥一斑 ④

。年
,

蒙哥马利审计学第六版问世

作者在内部牵制论述上内容又有所增加
,

将

尽量使用商用机械
,

以及内部审计等项 目也

作为内部牵制系统的内容
。

另一 个 显 著 变

化
,

是使用了
“

内部控制
”

一词
。

黑体字小

标题为
“

内部牵制和控制系统
”

但

令人遗憾的是
,

蒙氏仍只就内部牵制作了介

绍
,

未具体谈及 内部控制的概念
、

⑥

与蒙氏审计学第六版差不多 时 间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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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还有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研究 生 院 汉 森

所写的《审计

学一原理与应用 》一书
。

这部著作也是当时

影响较大的审计教科书
。

最初于 年油印

内部发行
,

除充作讲义外
,

还征询了许多会

计师事务所的意见
。

年正式出版
。

除审

计原理部分以外
,

该书中还附有数十个内容

翔实的实际例证
,

反映出哈佛大学案例教学

的特点
,

也为我们提供了三十年代末期美国

民间审计实务的概貌
,

反映了那个时期审计

工作的水平 ⑥

在这部书中
,

作者仍旧只简单提及内部

牵制
,

未使用内部控制一词
。

因此
,

总的来讲
,

内部控制一词
,

尽管

在 年代后期已经出现
,

但对那时的审计理

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来说
,

都还不过是一

个模糊的概念
。

但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 年辛辛那

提大学粗姆斯
·

《审

计学原理与程序 》一书出版
。

作者提到内部

控制和另一个新概念一内部会计控制
。

尽管

没给内部控制下一明确定义
,

但作者指出了

内部控制是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
,

并且还特

别强调了
“

内部会计控制是内部控制的一部

分
。 ”

作者为内部控制系统下了这 样 一 个 定

义
“

内部会计控制系统是一个系统 在这

个系统中
,

一个雇员的会计工作 自动地由另

一名雇员的工作加以验证
。

每一雇员都独立

工作
,

并不重复他人的工作
,

但却促成工作

的合理结局
。

由不同的人取得同样结果
,

来

证明会计的正确性
,

从 而 防 止 舞 弊 与 差

褚
。 ”

⑧

粗姆斯教授的内部会计控制包括以下十

三个基本要点

职责必须明确 会计与经

营必须分开 利用一切保证会计和经

曹准确的手段 , 一个人不应包揽一项

业务 复式薄记会计系统不应作为内

部会计控制的替代物 广泛使用控制

帐 尽可能地使用商业机械

对雇员实行忠诚保险 采 用 书 面 指

令 仔细挑选和训练雇员 如

可能应实行职务轮换
,

信用职务 应 强 制 休

假 如组织规模较大
,

则应设立内部

审计 接受外部审计
。

⑧

如果回头再看看所说的内部牵制
,

不难

发现
,

城姆斯此处所言内部会计控制系统
,

实乃先前内部牵制系统的翻版
。

除内容有所

完善以外
,

二者并无实质不同
。

霍姆斯所提到的那个含义广泛的内部控

制概念
,

三年后终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

计程序委员会给予了明确的说明
“

内部控制
,

包括组织的规划
,

和在一

个组织内为保护资产
,

核对会计数据准确与

可靠
,

促进经营效率和鼓励坚持规定的管理

方针的所有协调方法与措施
” 。

接下来又指出
“

这一定义可能比该词

的字面含义要广一些
。

它承认一个内部控制

系统
‘

超出了与会计和财务部门的功能直

接有关的事项
” 。

该文件中还第一次正式地将内部控制划

分为两个部分 与前两项目的有关的方法与

措施称为内部会计控制系统
,

与后两项 目的

有关的方法与措施称为内部行政控制系统
。

因此
,

严格地说
,

到四十年代后期
,

内部

会计控制系统
,

作为改 良的内部牵制系统
,

已

经正式地成为内部控制的一部分内容
。

但是
,

尽管 年的文件已作了正式说

明
,

在其后一个时期里
,

恰如有的学者已注

意到的那样
, “

在大多数会计和审计文献中
,

并未明确区分内部行政控制与内部 会 计 控

制
, ‘

内部控制
’

常常就是指内部 会 计 控

制
。 ”

在 年美国出版的一部审 计 教 科 书

中
,

仍称
“

内部控制一语适用于所有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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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织用于防止和迅速发现 现金和其

它财产的窃失
,

帐目窜改错误
,

在薄记过程中的错误的各种方法
。 ”

作者还

补充说
“

内部控制 又 常 被 叫 做 内 部 牵

制
” 。

晒

内部控制概念的形成
,

与内部牵制有着

密切的洲撅关系
。

但如果仅仅将眼光局 限在

这个方面
,

对内部控制中的行政控制部分就

不好解释
。

应当看到
,

内部控制 系 统 的 形

成
,

还有另外一个动力
,

这就是现代管理科

学
。

二
、

现代 , 理科学与内部控制

现代管理理论发展至今
,

已形成多种学

派
。

其中主要的有古典管理学派
,

行为管理

学派和定 管理学派等
。

然而据帕克教授考

证
,

在五十年代以前
,

无论在管理领城还是

在会计领城中
,

所使用的控制概念
,

都密切

地反映了古典管理学派的观点
。

所调古典管理学派
,

包括行政管理理论

和科学管理理论两个部分
。

行政管理理论的

创立人是法国工程师法约尔 一
,

他被认为是欧洲最杰出的管理学家
,

也是第

一个提出一整套管理理论的人
。

法约尔认为
,

工业企业的工作包括六个

分离的部分
。

技术 生产
,

制造
,

改

制
,

商务 购买
、

梢售
、

交换
,

财务 寻求资本的最优使用
,

安全 财产和人员的保护
,

会 计

盘存
,

资产负债表
,

成本
,

统计
,

管理 规划 组织
、

指挥
、

协调
、

控制
。

法约尔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最后一个方

面
。

他提出了管理的基本原则
,

它 们 是

分工
,

授权与责任
,

纪

律
,

命令协调
,

目 标 协 调
,

使个人利益服从总体利益
,

酬

报
,

集中化
,

等收链 授权路

线
,

秩序
, 一 公道

,

人

员稳定
,

首创精神
,

集 体 精

神
。

⑩

与法约尔同时代的德国人马克斯
、

韦伯

一 对行政管理理论的建立亦作

出了卓越的贡献
。

韦伯认为
,

一个有效率的

组织机制
,

应当满足 以下要求 对该

机构中人员的技术训练
,

在报酬为基

础上的任命
,

确定工资和退休津贴
,

有保障的职业 将私人生活和

在组织中的职务分开
,

建立工作职务

的等级制
,

采用一个适当的控制系统
,

组织内合理的规则与条例
,

对

上级命令的绝对服从
。

古典学派的另一个部分是美国工程师泰

勒 一 创立的科学管理理 论
。

人

们比较熟悉他的时间与动作研究
,

但他提出

的科学管理并不只局 限于此范围
,

而是一个

综合系统
,

包括 组织与 技 术 的 改

进
,

如改善机器操作
,

采用成本会计
,

对购

置
,

存货和工具保管实施控制 设立

一个计划部门
,

负责协调整个经营
,

并负责

指派工作 使用工头
,

工头负责制造

过程中的一项职能工作 时间研究
,

以确定应完成工作的水平 一个 刺 激

性的工资制度
。

⑩

帕克教授将古典管理理论中的控制内容

归纳为 以下这样一个模式 见图

圈

⋯巫画

巨竺塑卜一色竺矍一巨些型
一卜

一辱丽
古典管理理论

,

是适应现代社会组织
,

以授权为基础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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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组织管理的需要而建立起

来的
。

现代企业组织的管理目标与先前的大

为不同
。

传统管理最为关注的
,

是组织或个

人财产的安全 因此
,

各项控制措施
,

包括

确保记录准备与可靠
,

防止和及时探察错误

与舞弊行为等
,

均是围绕财产安 全 这 个 中

心
,

这也就是内部牵制的实质
。

现代企业组

织的管理
,

为的是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
,

是

以经济效益最优化为中心的
。

所谓管理
,

也

就是
“

运用人力和其它资源以实现组织的各

个目标
” 。

作为管理职能之一的控制
,

即是

在一定的人力
,

物力和经营环境下
,

为实现

经营目标所采用的各种调控和引导手段
。

如

上图所示
,

包括旨在协调各部门行动的协调

控制
,

分级行使权力的例外控制
,

以及通过

各种规章制度
,

工作规程
。

质量标准等实施

的纪律控制
。

可以看出
,

古典管理理论是内部控制中

的行政控制的来源
。

古典管理理论注重的是

管理的效率与效果
,

它并未特别强调牵制问

题
。

但不难看出
,

内部牵制
,

对于现代企业

的有效运行
,

仍旧是不可缺少的手段
。

在财

务管理和实物管理方面尤为如此
。

因而
,

我

们认为
,

古典管理理论和传统的内部牵制思

想
,

是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的两个基本来源
。

二者的结合
,

遂孕育出内部控制系统的两个

部分一会计控制系统和行政控制系统
。

前者

注重的是财产的安全
,

后者所注重的是经营

的效率和效果
。

三
、

内部控制从系统到结构的衍变

将内部控制划分为会计控制和行政控制

两个系统
,

有其便利的一面
。

对于不 同类型

的审计
,

它们的意义是不同的
。

财务审计
,

特别是财务报表审计
,

依赖

的主要是会计控制系统
。

会计控制系统的健

全程度及其运作状况
,

将直接影响对帐目测

试的范围与程度
。

非财务审计的 目的在于评价一个组织机

构是否经济有效地管理和使用其资撅
,

或那

些影响其经营目标的政策
,

程序和措施的贯

彻执行情况
,

因而
, “

在经济和效率审计及

计划项 目效果审计中
,

审计人员更注意内部

行政控制
。 ”

⑩

但是
,

将内部控制划分为两个系统
,

亦

有其不足的一面
。

首先是行政控制与会计控

制的界限难以划清
。

如授权
,

既 属 行 政 控

制
,

也可归会计控制
。

审计标准说明书第一

号
, 了 年 就已注意到这一点

。

其

中写道
“

行政控制包括
,

但不限于
,

组织

的规划和与导致管理当局业务授权决策过程

有关的各种程序和记录
。

这种授权是一项管

理职能
,

直接与实现组织目标的责任有关
,

也是建立各种业务的会计控制的起 点
”

其次是行政控制的概念在含义上比较空

泛
,

且难以明确那些问题应在财务审计中予

以关注
。

在实际工作中
,

正如凯 尔 等 指 出

的
“

如果对会计控制的四个 目标有直接影

响
,

就被认为是会计控制
”

蒙哥马利审计学中亦曾说过 有许多措

施
,

例如分类记录商品销咨和成本
,

既是会

计控制的内容
,

因其与管理当局经营决策有

关
,

亦可看做管理控制措施 可见
,

以控制

目标为标准对内部控制进行分类是存在一定

困难的
。

年
,

美国国会通过《外 国 行 贿 法

案 》
,

要求按照 年《证券交易法 》规定

注册发行证券的公司
,

必须保持一个良好的

内部控制关系统
。

尽管该法案所强调的内部
控制仅仅是会计职业界已规定的内部控制中

的内部会计控制
,

但职业界总是希望以更高

的自律标准
,

走到法律规定标准的前头
,

从

而寡得对审计职业的领导权
。

也许正是上述原因
,

年 月
,

审计

标准委员会发布了题为
“

财务报表审计中的

内部控制结构考虑
”

的第“ 号审计标准说明

书
,

取代了 年第一号说明书的内容
。

刁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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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内部控制结构内容示意圈

内部控制结构

控 制 环 境 ⋯控 制 程 序

能一一凭
︸
一近一一户

·一一一件︷一一立一职一一文一一接一一独

管理哲学与经营形态

组 织 结 构

审 计 委 员
二

会

授权和分配责任方式

管 理 。 制 方 法

人 事 政 策 马蔺蔺
夕卜 部 影 响

⋯会 计 系 统

确认记录一切有效业务 授 权 程 序

及 时 说 明 业 务 类 型 分 工

采用适当衡量价值方式 文件凭证和记录

确 定 业 务 发 生 期 间 控 制

正 确 表 达 与 披 露 独立 内 部 验 证

该说明书对内部控制的内容作了新的划

分 不再将其分为两个平行的系统
,

而是作为

一个内含三个层次要素的结构 。 见图

这种新的划分方式
,

将内部控制按照其

对财务报表影响作用的远近
,

分别确定为三

个层次
。

会计系统
,

指确认
、

汇总
、

分析
、

分类和报告公司业务
,

以及维持公司资产负

债责任的既定方法与记录
,

这是最直接的控

制
。

控制程序
,

是为了保证会计系统作用得

以正常发挥而确定的各种措施
。

控制环境
,

则是内部控制的最外层因素
。

会计系统的健

全与否
,

对财务报表的真实公允 有 直 接 作

用
。

然而
,

如果各种控制程序不健全
,

会计

系统难以获得理想效果
。

即使会计系统与各

种控制程序皆健全
,

如控制环境不佳
,

仍然

会有较大的控制风险
。

几个层次间的关系
,

当如下图所示 见图

在审计标准说明书“ 号颁布 后 仅 两 个

月
,

美国国家审计总署也重新修订颁布了新

的《政府审计标准 》
,

新的文件中也不再笼

统地提依赖行政控制系统
,

而是强调
“

对内

部控制系统的评价的需求和评价的重点因审

计 目标不同而异
。 ”

⑧各类审计
,

应结合其

审计 目标的具体要求
,

选择适当的内部控制

加 以研究与评价
。

表明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又

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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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页 函致书店不用再印了
。

这又充

分说明
,

鹤师对 自己著作出版发行的一种严

索认真态度 在今夭说来
,

这也是很值得我

们敬佩和学习的

注释

①李达
,

字鹤鸣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代表
。

年大会先在上海召开
,

旋为 避 侦 探 破

坏
,

移嘉兴南湖续开
。

此乃因嘉兴为李师娘王会悟

同志家乡
,

以是大会的续开
,

更多得力于鹤师夫妇

精心布里安排
。

②拙文《鹤师早年在北平教学二三辜 》 见武
汉大学出版社《为宾理而奋斗的李达同 志 》一 书

页 误印为
‘

一九三三年春
,

特此更正
。

⑧前不久薛落桥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 》

年第 期发表一篇论文中说
‘

西方国家直到 年
代初期才放弃金本位

, ,

不同于经济学 界 一 般 说

法
,

可能基于对金本位制的另一种解释
。

④丁玲于粉碎
‘

四人帮
’

后
,

在发表的一篇文
章中

,

曾亲自讲到此事
。

⑥当时我正在冯玉样研究室工作
。

⑧见《李达文集 》第二卷第 页
。

这里说
‘

有幸
,

是因
‘

七七
,

事变时 ,
北

平沦陷
,

有天上午
,

日本宪兵闯进鹤师的北平宗帽
三条住宅

,

适我当年女友关伊菲同志正在同师娘研

究逃离沦陷区方策
。

宪兵先将她同鹤师子女心田
、

心怡
、

心天押在屋角不准动
,

即遥师娘
‘

交 出李
达

’ 。

边遥边打嘴巴
,

然后带走
。

后因宪兵查到鹅
师在上海发致师娘一信

,

方信李达确不在北平
,

始
将师娘放回

。

此事足证当年鹤师革命言行同敌对者
矛盾之尖锐程度

。

⑧一九三九年夏
,

我老伴关伊非同志在鹤师皿

庆住处亲眼看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
。

是年秋
,

她到河南战地告诉我
,

也一直记得此事
。

⑥分见《李达文集 》第三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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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士明主编 《 资本论 》若干理

论问题争议 》第 一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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