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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有机地结合成

特定结构，从而具有不同于各个要素的新功能的整体。内部控

制是一个系统，它由一系列的控制点、控制线、控制面和控制

体组成。内部控制的点、线、面、体是密切联系、环环相扣的。从

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内部控制，能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内部

控制系统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等特征。

本文以系统论为视角，将内部控制视为由点、线、面、体

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用整体观点和相互联系的观点对内部

控制进行分析，以期用系统方法论指导内部控制理论体系的

建设。

一、内部控制系统的构成要素

1援 控制点。内部控制的起点是控制点，因为控制点是内

部控制系统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要素。控制点，是指内部控制

的关键点。所谓关键控制点，是指在一个业务处理过程中起着

重要作用的控制环节，如果没有这些控制环节，业务处理过程

很可能出现错误和存在弊端，达不到既定目标。企业的各种经

营和管理活动，可以表现为一系列可以控制的点。

内部控制是一个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建立健全内

部控制系统，最首要的任务是合理设置内部控制的控制点。企

业应当结合实际情况，根据不同业务的性质准确找到控制点，

进而实施不同的内部控制程序。例如，在销售业务中具体的控

制点主要有：销售价格、销售费用、信用政策、发货及收款方

式、合同审批、销售通知单、销售发票等。

2援 控制线。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信息的沟

通来维持，信息的流动是系统存在的基础。控制点代表着内部

控制信息，信息的流动就形成了控制线。控制线是指内部控制

的控制流程，它是内部控制的基础。

对企业业务流程的控制研究始于 1887年泰勒的科学管

理理论，传统企业按劳动分工理论将企业内部不同的职能领域

划分为各个职能部门，将工作流程分为许多细小的、可重复的

步骤，针对各步骤制定详细的规程和标准，要求工作人员按既

定规程操作，同时也要求管理层进行严格和周密的内部控制。

企业的内部控制通常应当涵盖经营活动中的所有业务流

程，管理人员应当从业务流程中选择需要特别关注的控制点，

对它们实施一定的控制程序，以确保经营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一系列的控制点在业务流程中贯穿起来，就组成了内部控制

系统的控制线（流程）。

需要说明的是，内部控制流程不可能对所有节点进行控

制，而只是选择关键的控制点进行控制，这样操作符合成本效

益原则。

3援 控制面。控制点与控制线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内部控

制的控制面。所谓面，是指内部控制的控制层面。在系统中起

重要作用的要素称为关键要素，控制面与公司治理紧密结合，

能够直接体现出公司的战略目标，它是内部控制的关键。企业

的内部控制应当力求全面、完整，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层面：公

司层面和业务层面。其中，公司层面的控制又包括战略控制和

管理控制。公司层面控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有：对子公司的控

制、财务报告的编制与披露、人力资源政策、信息系统控制、企

业并购、关联方交易、内部审计、发展战略、企业文化、社会责

任。业务层面控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有：资金、采购、存货、销

售、工程项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筹资、预

算、成本费用、担保、合同协议、业务外包。

4援 控制体。内部控制系统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

作用的，内部控制的点、线、面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内部控制的

控制体。控制体是内部控制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内部控

制的主体。控制体构成了内部控制的实体框架，使内部控制实

体化。内部控制是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体的过程，

该过程需要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

参与。

系统论认为，要素在一系列关系的综合中构建出系统。内

部控制系统的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控制点是内部控制

的起点，控制线是内部控制的基础，控制面是内部控制的关

键，控制体是内部控制的主体，信息的流动与沟通是内部控制

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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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它是由控制点、控制线、控制面和控制体组成的系统，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动

态性等特征。其中，控制点是内部控制的起点，控制线是内部控制的基础，控制面是内部控制的关键，控制体是内部控制的

主体，信息的流动与沟通是内部控制的手段。内部控制是一个动态的执行过程，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管理工具，是管

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受到管理层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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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控制系统的特征

1援 内部控制系统具有整体性。整体性是系统论的基本观

点，内部控制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这是其最本质的特性。内

部控制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表现出一定的结

构性和组合性，从而产生整体效应。每个系统都要有一个整体

目标，来协调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各个要素都要服从

这个整体目标，这个整体目标体现了系统的整体性特征。内部

控制是一个体系，它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不同

控制层面构成。虽然不同的控制层面具有不同的控制目标，所

需要实施的控制措施也不一样，但是各个控制层面拥有一个

整体目标，即内部控制要服从企业的总体战略目标。战略目标

是高层次的目标，它与主体的使命、愿景相协调，并支持后者。

战略目标反映了管理当局就主体如何努力为其利益相关者创

造价值所作出的选择。战略目标体现了内部控制系统的整体

性，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要围绕企业的战略目标进行，内部

控制各个要素要以战略目标为中心，形成一个整体。

2援 内部控制系统具有层次性。层次性是一切系统具有的

普遍特性之一。系统是分层次的，是由不同层次的子系统组成

的，是一个整体。内部控制是一个由点、线、面、体组合而成的

系统，它具有层次性。控制点、控制线、控制面、控制体代表着

不同层次的内部控制。从几何学角度来看，内部控制的点、线、

面、体构成了内部控制系统，这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从公司治理角度来看，内部控制系统是公司治理系统的一部

分，内部控制是一种管理工具。不管是从几何学角度还是从公

司治理角度来看，内部控制系统都具有层次性。以控制面为

例，内部控制层面包括公司层面和业务层面，其中公司层面又

包含战略控制层面和管理控制层面。战略控制考虑的是设置

和制定整个组织的长期目标和战略规划；业务控制考虑的是

确保作业和任务的可靠执行；而管理控制则是为了确保整体

目标能够进一步分解和落实到部门目标和日常任务中，并能

够被所有组织成员以一种合作的形式执行，以最终实现组织

的战略目标。业务控制层面是最基本的控制面；战略控制层面

是最高的控制面，它与企业战略目标相结合；管理控制层面介

于两者中间，起到相互连接的作用。

3援 内部控制系统具有动态性。从本质上来说，运动是系

统的存在形式。同样，内部控制系统也具有动态性特征。《企业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将内部控制定义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

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

的过程。从定义可以看出，内部控制是一个执行过程，它具有

动态性。内部控制制度是静态的，而内部控制系统是动态的，

它是一个执行系统。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信息的

传递和交换来实现的。内部控制信息是动态的，它在内部控制

各要素之间不断地流动，内部控制系统的存在要靠信息流来

维持。信息的流动与沟通是内部控制的手段，不同的要素所包

含的信息量不同，因而内部控制信息需要不断地流动，来实现

各要素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换。

三、结论与启示

企业是一个为了达到一定目的，由许多相互关联的要素

（各种子系统或分系统）组成，并依靠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复杂的、耦合运行的人造经济

系统。因此，要对企业实施有效的控制，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出

发全面考虑问题，必须从企业整体的角度来定义和设计控制

体系。要把内部控制系统作为企业的一个子系统，首先从企业

整体的角度来设置内部控制系统总体目标；然后把总体目标

分解到内部控制系统的各个要素，各个要素根据性质不同设

置不同的分部目标；最后各个要素的分部目标通过相互作用、

相互联系，共同服务于内部控制系统的总体目标。建立完善的

内部控制系统，需要立足于内部控制系统的整体性、着眼于内

部控制系统的层次性、利用内部控制系统的动态性，把内部控

制理念贯穿到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活动当中。

通过上述对内部控制系统的具体分析，笔者获得以下粗

浅认识：

1援 内部控制是一个动态的执行过程。内部控制是一个执

行过程，它是动态的。制度贵在执行，即使企业设有完善的内

部控制制度，不去执行也是没有效果的。这就要求无论是企业

的高管人员还是一般员工，都要强化风险意识，把内部控制理

念贯穿到经营和管理活动当中。内部控制是一个由点到线、由

线到面、由面到体的动态执行过程，内部控制系统的各个要素

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在实施内部控制的过程中要从系统的角

度来考虑问题，不要仅仅局限于一些控制点、控制线或者控制

面。企业实施内部控制，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以适当的成本

实现有效的控制。

2援 内部控制是一种管理工具。系统处于一定的环境之

中，并受到环境的影响。内部控制系统是公司治理系统的一个

子系统，它受公司治理环境的影响，内部控制要与公司治理相

结合。内部控制是一种管理工具，它是管理活动的一部分，内

部控制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目前内部控制的

功能尚未上升到主动防御层面，笔者认为内部控制应该全面

地贯彻到企业的各个层面，贯穿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

覆盖企业及其所属单位的各项业务。在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中，要突出人的作用，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

当发挥主导作用。要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强化风险意识，把内

部控制作为一种现代化的管理工具，通过有效地实施内部控

制来不断提升企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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