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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思路

本文的演进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和诺斯。马克思强调

的是制度变革的客观力量，而诺斯强调认知与选择，是一种主

观力量。不论是马克思还是诺斯，当他们分析阶级或集团的行

为时，均假定制度变迁达到临界点。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行

为的理论，即在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利益相互影响时，人们

如何进行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

本文认为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企业组织的内生制度，其演

进具有客观性和历史性。本文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内

部控制演进，即以推动内部控制演进的各方矛盾为出发点，重

点研究推动内部控制演进的主观力量在演进的临界点是如何

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的。本文将采用博弈分析方法和成本效

益方法，就内部控制的演进构建一个博弈模型，并将借助该模

型对内部控制的演进进行趋势分析。

二、研究设计———内部控制演进博弈模型的构建

1. 博弈模型的选择。本文选择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即各博弈方同时决策，且所有博弈方对各

方得益都了解，属于非合作博弈中最基本的类型。事实上，各

演进力量推动内部控制的演进是有先后顺序的，选择动态博

弈模型更合理，但动态博弈模型的构建较复杂，所以本文不采

用，只是假设参与人的支付函数变化有先后。

2. 模型基本假设。假设 1：内部人与外部人推动内部控

制演进的博弈为非合作博弈。假设 2：内部人与外部人推动

内部控制演进的博弈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假设 3：参与人的

支付函数变化有先后。

3. 内部控制演进力量分析。本文为研究方便，把内部控

制演进力量分为内部演进力量和外部演进力量，简称内部人

和外部人，其中内部演进力量包括管理者和投资者，政府监管

部门和注册会计师则构成外部演进力量。

4. 构建演进博弈模型。一个完整的博弈模型应当包括以

下基本概念：参与人、行动、信息、战略、支付函数、结果和均

衡。内部控制演进的博弈模型构建如下：

（1）参与人。即博弈中通过选择行动以最大化自己效用的

决策主体（个人或组织）。内部控制演进博弈模型中的参与人

为内部人和外部人。

（2）行动。即参与人在博弈的某个时点的决策变量。内部

控制演进博弈模型中的行动为推动演进或保持现状。

（3）信息。即参与人有关博弈的知识。内部控制演进博弈

模型中的信息为博弈双方同时决策，且博弈双方对各方得益

都了解。

（4）战略。即参与人在给定信息集下的行动规则。内部控

制演进博弈模型中的战略为：内部人或外部人会在推动内部

控制演进的收益与成本之差大于保持现状的收益与成本之差

时选择推动内部控制演进；反之，则选择保持现状。

（5）支付函数。即参与人从博弈中获得的效用水平，它是

所有参与人选择战略或行动的函数，是每个参与人真正关心

的事物。内部控制演进博弈模型中的支付函数如表 1所示。

（6）结果。即博弈者可能获得结果的集合。内部控制演进

博弈模型的结果如表 2所示。

（7）均衡。即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或行动的组合。内部

控制演进博弈模型中的均衡，由于支付函数是变化的，因此在

不同情况下均衡也会不同。分析如下：当 d-f>d-e-f>a-b-c，

且 p-q>m>m-n时，均衡解为（内部人保持现状，外部人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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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博弈分析方法，就内部控制的演进构建了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应用该模型，笔者沿着“自发

性内部控制寅自觉性内部控制寅他律性内部控制寅更高层次的自觉性内部控制”的演进逻辑，对内部控制的演进进行了

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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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当内部人支付函数先变化，且 a-b-c>d-f>d-e-f时，

均衡解为（内部人推动演进，外部人保持现状）；当外部人支付

函数先变化，且m-n>p-q+e>p-q时，均衡解为（内部人推动

演进，外部人推动演进）。

从表 2可以看出并不存在纯策略占优均衡，而是存在混

合策略纳什均衡。

设内部人推动演进的概率为 兹，则保持现状的概率为 1原

兹；设外部人推动演进的概率为 啄，则保持现状的概率为 1原啄。

0臆兹臆1，0臆啄臆1。

给定 啄，则内部人推动演进（兹=1）和保持现状（兹=0）的期

望收益分别为：

装（1，啄）=（a-b-c）·啄+（a-b-c）·（1-啄）= a-b-c

装（0，啄）=（d-e-f）·啄+（d-f）·（1-啄）= d-f-e·啄

令 装（1，啄）=装（0，啄）

得 啄 =［（d-f）-（a-b-c）］/e

啄 的经济含义在于：若外部人推动演进的概率小于［（d-

f）-（a-b-c）］/e，内部人的最优选择是保持现状；若外部人推

动演进的概率大于［（d-f）-（a-b-c）］/e，内部人的最优选择

是推动演进。

给定 兹，则外部人推动演进（啄=1）和保持现状（啄=0）的期

望收益分别为：

装（兹，1）=（m-n）伊兹+（p-q+e）伊（1-兹）

装（兹，0）=m伊兹+（p-q）伊（1-兹）

令 装（兹，1）=装（兹，0）

得 兹 =e/（n+e）

兹 的经济含义在于：若内部人推动演进的概率小于 e/

（n+e），外部人的最优选择是保持现状；若内部人推动演进的

概率大于 e/（n+e），外部人的最优选择是推动演进。

因此，该混合战略的纳什均衡解是{兹 =［e/（n+e）］，啄 =

［（d-f）-（a-b-c）］/e}，即内部人以 e/（n+e）的概率推动演进，

外部人以［（d-f）-（a-b-c）］/e的概率推动演进。从 兹 可看

出，e越大，内部人推动演进的概率越大。

三、基于博弈模型的内部控制演进分析

1. 基于博弈模型的内部控制演进类型分析。基于博弈模

型，对内部控制演进类型的分析如下表 3所示。

假设初始情况为 d-f>d-e-f>a-b-c，且 p-q+e>p-q>

m>m-n，均衡解为（内部人保持现状，外部人保持现状），均衡

解落在淤区。此时，内部人和外部人都乐于保持现状，没有推

动内部控制演进的愿望和行动。

（1）内部人推动演进的类型。内部控制演进的类型一为内

部人推动内部控制演进的类型，主要按照演进将获得新收益

的思路进行分析。内部人支付函数先变化，f逐渐增大，a逐渐

增大，当 f和 a增大到一定程度，使 a-b-c>d-f>d-e-f时，均

衡解为（内部人推动演进，外部人保持现状），均衡解落在

于区。内部人支付函数先变化，使 a-b-c>d-f>d-e-f时，此时

内部人有推动内部控制演进的愿望，而外部人因为 m>m-n，

所以仍乐于保持现状，此时内部人可以不管外部人是否愿意

推动内部控制演进，自己行动，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外部人不

会阻止，但也不会参与推动演进。均衡解落在于区。内部人支

付函数先变化的内部控制演进路径为表 3所示的路径玉。

（2）外部人推动演进的类型。内部控制演进的类型二为外

部人推动内部控制演进的类型。外部人支付函数先变化，q逐

渐增大，当 q增大到一定程度，使 m-n>p-q时，均衡解为（内

部人推动演进，外部人推动演进），均衡解落在榆区。外部人支

付函数的先变化使 m-n>p-q时，此时外部人有推动内部控

制演进的愿望，而内部人因为 d-f>d-e-f >a-b-c，所以仍乐

于保持现状，均衡向盂区移动。但此时并不均衡，因为外部人

保持现状的成本已经大到非推动演进不可了，此时外部人不

可以自己行动，因为即使自己设计了新的内部控制制度，仍须

由内部人付诸实施，所以外部人就可以加大对内部人的处罚

力度，e逐渐增大，当 e增大到一定程度，使 a-b-c>d-e-f，内

部人也会有推动内部控制演进的愿望和行动，于是均衡向榆区

移动，均衡解落在榆区。外部人支付函数先变化时的内部控

制演进路径为表 3所示的路径域，即当外部人支付函数先变

化，由外部人推动的内部控制演进不能够一步到位，外部人

通过加大对内部人的处罚力度，促使内部人也产生推动内部

控制演进的愿望和行动，内部人和外部人共同推动内部控制

演进。

2. 基于博弈模型的内部控制演进的趋势分析。关于内部

控制的演进逻辑，本文主要吸收方红星和张砚的研究成果，沿

着“自发性内部控制寅自觉性内部控制寅他律性内部控制寅

更高层次的自觉性内部控制”的演进逻辑，对内部控制演进的

趋势进行分析。

（1）自发性内部控制阶段。公元前 3 000多年到 19世纪

末 20世纪初，这一时期为自发性（无意识的）内部控制阶段，

这一阶段的内部控制伴随着组织的产生而产生。到了 19世纪

末 20世纪初，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企业规模和组织结构都

发生了变化，企业内部管理者保持现状的成本 f逐渐增大，推

动内部控制演进的收益 a也逐渐增大，当 f和 a增大到一定

程度，使 a-b-c>d-f>d-e-f，m>m-n>p-q，此时为内部人推

动内部控制演进的类型，即内部人有推动内部控制演进的愿

望，而外部人因为 m>m-n>p-q，所以仍乐于保持现状。此时

内部人可以不管外部人是否愿意推动内部控制演进，自己行

动，设计新的内部控制制度，并由自己付诸实施，就可以达到

推动内部控制演进的目的，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外部人不会

阻止，但也不会参与推动演进。

（2）自觉性内部控制阶段。这一阶段发生了第三次技术革

命。20世纪 30年代爆发了经济大危机，企业规模和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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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博弈模型下内部控制的演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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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新变化，现代内部控制日渐形成，内部人有目的地实施

内部控制，外部人已经出现，在推动内部控制演进方面逐渐起

到作用。到了 20世纪 70年代，“水门事件”发生，这一重大事

件使得外部人（主要是政府）认识到了社会控制的重要性，而

内部控制作为社会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日益引起高度关

注。这一阶段，外部人保持现状的成本 q逐渐增大，当 q增大

到一定程度，使 m-n>p-q，而内部人保持现状的处罚成本 e

也逐渐增大，当 e增大到一定程度，使 a-b-c>d-f >d-e-f，

此时为外部人推动内部控制演进的类型。即当外部人支付函

数先变化，由外部人推动的内部控制演进不能够一步到位，外

部人通过加大对内部人的处罚力度，促使内部人也产生推动

内部控制演进的愿望和行动，内部人和外部人共同推动内部

控制演进。

（3）他律性内部控制阶段。20世纪 70年代，一系列财务

失败案例和可疑的商业行为产生的混乱导致了许多改革。20

世纪 80年代由金融机构破产引发的耸人听闻的财务失败事

件，更是引起了世界各国对内部控制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一阶

段发生了知识革命和管理革命，企业规模和组织结构又发生

了新变化，新的审计方法出现了。政府希望通过推进内部控制

对企业加强监管，注册会计师希望通过推进内部控制降低审

计风险，企业投资者希望通过推进内部控制降低代理成本、获

得收益，企业管理者希望通过推进内部控制加强管理，种种新

变化促使各演进力量都希望推动内部控制的演进。

（4）内部控制的未来发展趋势———更高层次的自觉性内

部控制。在 21世纪，更深层次的知识革命和管理革命将引发

企业组织更深层次的变革。内部控制具有约束性，但同时也具

有激励作用。企业的内部人推动内部控制演进的收益 a将逐

渐增大，当 a 增大到一定程度，使 a-b-c>d-f>d-e-f，同时

m>m-n>p-q，此时为内部人推动内部控制演进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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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为培养新世纪的合格人才，

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加强实验环节的教学。鉴于此，我

院提出了“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加强基础教学，提倡素质教

育，突出创新能力”的教学指导思想。

实验教学体系设计的指导思想是：贯彻落实学校的办学

指导思想，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学原则，全面推进学生知识、

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积极推进实验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切实增强学生的实践操作

能力，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会计学专业人才信息技术运

用能力的具体目标，是要求学生除了掌握会计软件的操作与

应用知识外，同时还应具备对会计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能

力以及对会计软件模块的开发能力。

二、构建系统性的实验教学体系

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关键环节，实验教学体

系的设计对于学生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我院

深入研究了中外教育家提出的教育思想，广泛借鉴了现代教

育技术和方法，围绕会计人才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的培养目标，

创造性地构建了系统性的实验教学体系，如下页图所示：

培养会计人才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的教学改革实践

—构建系统性的实验教学体系

张志恒 陈 旭渊 教 授 冤 毛华扬

渊重 庆 工 学 院 财 会 研 究 与 开 发 中 心 重 庆 400050冤

【摘要】为了培养会计学专业学生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本文构建了一套分层次、系统性的实验教学体系。教学实践表

明，通过系统性实验教学环节的培养，学生应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提高，创新意识明显增强，同时培养了团队协

作精神，提高了学生综合素质。

【关键词】实验教学 教学改革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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