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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性和连续性。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不管是从立法层面还是从执法层面

考察，我国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和法律风险都很低。低法律

风险的直接后果必然是低审计质量，这一结论在刘峰和许菲

（2002）、原红旗（2003）、张奇峰和雷光勇（2006）等人的研究中

都有所论证。

至此，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在倡导加强相关法规

建设的同时，提高执法的有效性。但笔者认为，法律法规即使

再完善，如果没有良好的执法做保障，法律的作用依然不能得

以充分发挥。因此，在立法和执法的辨证关系中，通过提高执

法水平、改善执法手段、设立合理的执法力度和广度，加强注

册会计师执法层面的法律责任才应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根据王雯弘（2003）的研究，立法并不是法的目的，而只是

法的内潜运行阶段。作者认为，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框架已经

初步形成，大规模的立法应暂告一个段落，但由于执法不到

位，从而导致所立之法无效，直接损害了人们对法律的信念。

作者建议应由立法过渡到严肃执法时代，这对于法律的良性

循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田成有（1999）认为，我国执法效果

不尽人意，不能很好地体现法律的价值。如王跃堂（1999）研究

了监管者制定的证券监管法规所产生的经济后果，作者的研

究表明，证券市场监管者所制定的配股政策与摘牌政策导致

公司出现了所谓的配股“生命线”和摘牌“生命线”，这些“生命

线”也随着相关政策的变化而变变化，而特别处理和摘牌的处

罚政策导致公司产生了操作亏损的现象。一方面这可能会导

致公司披露的信息失真并误导投资者决策，另一方面还可能

会使公司管理层的投资决策产生不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的负面

影响。以上这些都印证了 Utpal Bhattacharya和 Hazem Daouk

（2009）提出的“没有执行的法律还不如没有法律好”这一理论

假说。当然，笔者并不建议当执法条件都具备后再去采用某一

法律，而是强调监管者在制定相关法规时更应重视对这些法

规的严格执行，这样才能树立法律的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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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事件之后的SOX法案使得监管部门、投资者还是管

理层更加重视内部控制。关于内部控制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

在两个方面，一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原因及后果；二是内部

控制判断，包括不同人员的判断是否具有一致性，影响判断一

致性的原因有哪些（郑石桥、裴育，2006）。然而，无论是内部控

制信息披露，还是内部控制判断，都有一个共同的要素，这就

是内部控制缺陷判断，也就是说，在内部控制偏差存在的情形

下，这种偏差是否构成内部控制缺陷，如果构成缺陷，缺陷的

严重程度如何。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当审计人员发现内部控

制存在偏差后，一般会与被审计单位的适当管理层进行沟通，

管理层在与审计人员沟通时，管理层采用的不同沟通策略（区

分为承认策略和抵赖策略）是否会影响审计人员对内部控制

缺陷的判断。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般来说，影响审计人员内部控制判断的因素分为三类：

淤内部控制所控制的交易本身的具有的特点；于审计人员本

身所具有的特点；盂被审计单位所具有的一些特点（郑石桥、

裴育，2006）。本文主要考虑内部控制偏差类型和管理层所采

用的沟通策略是否会影响审计人员对内部控制的判断。

内部控制分为人工控制和信息化控制。内部控制偏差是

内部控制设计存在不足或者是设计的内部控制没有得到持续

恰当地执行。无论是在信息化控制中还是在人工控制中都可

管理层沟通策略对

内部控制偏差的判断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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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管理层沟通策略区分为承认策略和抵赖程度，分别研究这两种策略是否影响审计人员对信息控制偏差

和人工控制偏差所形成的内部控制缺陷的判断。根据实验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在信息化控制偏差下，管理层采用承认策略

时会降低审计人员对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严重性并提高对管理层解释的接受程度；在人工控制偏差下，管理层无论是采用

承认策略还是抵赖策略，审计人员对内部控制缺陷评价的严重性及对管理层解释的接受程度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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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发生内部控制偏差。信息化控制偏差既包括技术因素也

包括人工因素，但是人工控制偏差仅包含人工因素。

管理层沟通策略是管理层与审计人员沟通时的态度，区

分为承认策略和抵赖策略。承认策略指管理层承认公司在控

制措施方面存在控制偏差，不否认这种偏差可能会产生内部

控制缺陷；而抵赖策略是不承认公司在控制措施方面存在控

制偏差，或者是虽然不否认内部控制偏差存在，但是淡化这种

偏差的影响，不承认这种偏差会产生内部控制缺陷。心理学研

究表明，承认策略和抵赖策略会影响沟通效果。承认策略接受

内部控制偏差的责任，意味着未来可能会采取行动来避免类

似事件再度发生。抵赖策略不接受内部控制偏差的责任，意味

着没有必有在未来采取行动来防止这类事件的再度发生

（Kim等，2004）。

审计人员对于内部控制偏差的判断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

方面：一是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严重程度；二是管理层对内部控

制偏差所做出的解释的合理程度。这两方面的判断从不同角

度反映了审计人员对内部控制的判断。

然而，不同沟通策略对沟通效果的影响是否会因为控制

偏差类型不同而不同呢？也就是说，不同沟通策略在用于人工

内部控制偏差和信息化内部控制偏差时是否会产生不同效果

呢？相关研究的文献表明，技术因素与信息化控制联系起来提

供了一种非诊断信息（Non-Diagnostic Information），这种信

息会降低管理者的责任。由于非诊断信息的技术因素会降低

管理层的责任，也会使承认策略成为一种有效的沟通策略。信

息化控制偏差既包括技术因素也包括人工因素。当正确的设

计信息化控制中的技术因素，正确的应用和免于不正确的变

化时，信息化控制中的技术因素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而正确设

计和应用的信息化控制的人工因素还是会失败且产生偏差。

因此，信息化控制偏差中的技术因素会成为无关的因素，当核

心的偏差发生时，非诊断信息会成为失败的人工因素。当技术

失败时，人类的失败就是低估了技术失败的严重程度。再者，

研究表明技术失败更多地归为人类的失败。基于对人类计算

机相互作用对心理学的反应，可以预期，信息化控制偏差中的

技术因素将会降低管理层的责任。总之，信息化控制偏差的解

释会提供一种非诊断信息，而这种信息可以降低管理层承担

的责任，减少承认策略的成本，还可以使承认策略成为相对有

效的沟通策略。在人工控制偏差中承认策略并不是一种有效

的沟通策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非诊断信息不能降低管理层

的责任。就抵赖策略而言，非诊断信息不能推翻存在已观察到

的控制偏差的证据，因此，对于信息化控制偏差和人工控制偏

差而言，抵赖策略是一种无效的沟通策略（Wolfe等，2009）。根

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存在信息化控制偏差的情况下，管理层采用承认

策略时审计人员评价内部控制缺陷严重程度要低于管理层采

用抵赖策略时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当人工控制偏差存

在时，无论管理层采用承认还是抵赖策略，审计人员评价内部

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相差不多。

假设2：存在信息化控制偏差的情况下，管理层采用承认

策略时审计人员可以接受的管理层解释合理程度要高于管理

层采用抵赖策略时解释合理程度；但当人工控制偏差存在时，

无论管理层采用承认还是抵赖策略，审计人员接受的管理层

解释合理程度无显著差异。

二、研究设计

1. 实验设计。

（1）实验情景。本文考察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与审计人员

沟通内部控制偏差时，管理层的不同沟通策略是否会影响审

计人员对内部控制缺陷严重程度的评价。其中内部控制偏差

区分为信息化控制偏差和人工控制偏差，信息化控制和人工

控制各有两个案例。所以，共有8种实验情形，如表1所示：

（2）实验任务。案例材料共有8种情形，区分信息化控制偏

差和人工控制偏差两种类型，每种类型下有2个案例，共4个案

例。对于这4个案例，当审计人员与管理层沟通时，管理人员所

采用的沟通策略有两种，承认策略和抵赖策略。所以共有8个

案例材料。

第一组案例：John是位高级审计人员，在对某公司内部控

制进行评审的过程中，发现其内部控制有如下偏差：该公司一

位销售人员的笔记本电脑被盗，电脑里储存了密码，销售订单

通过这个密码可以下载到公司的订单。按照公司规定，电脑被

盗后应立即注销该密码，但销售人员没有做到。在注销这个密

码之前，已经出现了几例伪造的订单。Derrick是该公司的管理

人员，当John与他沟通这个缺陷时，他采用承认策略，承认公

司在控制措施方面存在控制偏差，上述策略具体体现在双方

的谈话过程中。

第五组案例：内部控制的偏差与第一组相同，只是Derrick

采用抵赖策略，不承认公司在控制措施方面存在控制偏差，上

述策略具体体现在双方的谈话过程中。

第二组案例：John是位高级审计人员，在对某公司内部控

制进行评审的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内部控制有如下偏差：11月

份，Griffin公司的系统遭到了攻击。客户文档中约500名客户

的采购卡信息被盗。按照公司规定，客户采购卡信息必须保

密。但由于偏差造成了客户采购卡信息对外泄漏。有人使用被

盗客户的采购卡信息进行了采购，现在已经出现几例错误的

付款情况。Derrick是该公司的管理人员，当John与他沟通这个

缺陷时，他采用承认策略，承认公司在控制措施方面存在控制

偏差，上述策略具体体现在双方的谈话过程中。

第六组案例：内部控制有偏差与第二组相同，只是Derrick

采用抵赖策略，不承认公司在控制措施方面存在控制偏差，上

述策略具体体现在双方的谈话过程中。

第三组案例：John是位高级审计人员，在对某公司内部控

管理层
沟通策略

承认策略

抵赖策略

密码
被盗

第一组

第五组

错误的
准许进入

第二组

第六组

未经审批的
信用额度

第三组

第七组

未记录的
打折情况

第四组

第八组

人工控制偏差信息化控制偏差
项 目

表1 管理层沟通策略和内部控制偏差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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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进行评审的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内部控制有如下偏差：接近

年底的时候，超过客户信用额度的订单的审批手续被弄丢了，

信用经理已经对这些订单进行了电子审批。按照公司规定，超

过信用额度的订单应该经过信用经理的电子审批才能进入下

一个交易环节，但是销售人员并没有这样做。目前，这些订单

在没有补办信用经理审批手续的情况下还是进入了下一个交

易环节。Derrick是该公司的管理人员，当John与他沟通这个缺

陷时，他采用承认策略，承认公司在控制措施方面存在控制偏

差，上述策略具体体现在双方的谈话过程中。

第七组案例：内部控制有偏差与第三组相同，只是Derrick

采用抵赖策略，不承认公司在控制措施方面存在控制偏差，上

述策略具体体现在双方的谈话过程中。

第四组案例：John是位高级审计人员，在对某公司内部控

制进行评审的过程中，发现该公司内部控制有如下偏差：日常

交易中存在许多没有报告的客户折扣情况，进一步调查发现

还存在许多销售人员给顾客打折但是又没有作记录的情况。

在很多情况下，会计人员没有和销售人员进行沟通就调整了

收入。按照公司规定，要求销售人员记录全部打折情况，但是

销售人员并没有这样做。现在已经出现了几例没有作记录的

打折情况。Derrick是该公司的管理人员，当John与他沟通这个

缺陷时，他采用承认策略，承认公司在控制措施方面存在控制

偏差，上述策略具体体现在双方的谈话过程中。

第八组案例：内部控制有偏差与第四组相同，只是Derrick

采用抵赖策略，不承认公司在控制措施方面存在控制偏差，上

述策略具体体现在双方的谈话过程中。

上述八组案例均做成实验材料，试作为审计人员，阅读案

例材料后得出对案例中出现的内部控制性偏差可能导致的缺

陷的严重程度及对管理层解释内部控制偏差的依赖程度做出

评价。其中，内部控制性偏差可能导致的缺陷的严重程度按5

级利科特量表（Likert）从三个维度进行刻画：这种内部控制偏

差导致内部控制失败的严重程度如何？上述内部控制偏差对

财务报表错报金额大小的影响程度如何？上述内部控制偏差

对财务报表发生错报可能性的大小影响如何？对管理层解释

内部控制偏差的依赖程度按5级利科特量表从两个维度进行

刻画：管理层对上述内部控制偏差解释的合理程度如何？管理

层采取的补救措施对弥补这种内部控制偏差的有效性如何？

（3）实验主体（被试）。被试是某省参加后续教育的280名

审计师（包括注册会计师、政府审计人员和内部审计人员），由

于本文的实验设计共有8种实验情景，所以，每种情形有35人。

根据这些人数，每组需要35份实验材料。

（4）实验过程。首先，由实验者主持人介绍实验目的，要求

被试务必独立完成，不要参考他人的答案。然后，介绍报酬方

案，特别强调被试要进入情景中认真思考，如果是随意做出的

结果，可能使实验没有意义。在此基础上，将280份实验材料

（每组35份）随机发放给现场的被试者，要求其阅读实验案例

并进行相关的判断。最后是统计问卷并发放报酬。

（5）报酬方案。在选择前，请您认真思考，如果您的选择与

大多数人的选择一致，您将被邀请参加中午的自助餐，如果您

的选择与大多数人不一致，您将不被邀请。

2. 变量设计。本文有两个变量：一是内部控制性偏差可

能导致的缺陷的严重程度（简称控制缺陷严重程度），用Y1表

示，二是对管理层解释内部控制偏差的依赖程度（简称管理层

解释合理程度），用Y2表示。控制缺陷严重程度按5级利科特

量表的三个维度进行刻画。管理层解释合理程度也按5级利科

特量表的二个维度进行刻画。根据各个维度的量度结果，采用

简单算术平均数的方法计算各个指标。

三、统计分析

1. 描述性分析。控制缺陷严重程度的描述性结果如表2

所示。表中数据显示，在信息化控制偏差下，管理层采用承认

策略时审计人员评价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要低于管理层

采用抵赖策略时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但是存在人工控

制缺陷时，管理层采用承认策略审计人员评价内部控制缺陷

的严重程度高于管理层采用抵赖策略时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

程度。当然，两种情形下的这种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还需

要做进一步的检验。

根据8个案例的数据，将控制缺陷严重程度描绘在直角坐

标上，见图1。示意图显示，在人工控制偏差和不同的沟通策

略下，审计人员对控制缺陷严重程度的判断差异不大；而在

信息控制偏差和不同的沟通策略下，审计人员对控制缺陷严

重程度的判断差异较大。上述这些结果与本文假设1的预期相

一致。

管理层解释合理程度如表3所示。表中数据显示，在信息

化控制偏差下，管理层采用承认策略时，审计人员对管理层解

释合理程度的判断高于管理层采用抵赖策略时审计人员对管

理层解释合理程度的判断。而在人工控制偏差下，上述关系并

Y1

均值

密码被
盗渊信
息化冤

3.32

2.67

0.748

0.711

0.898

错误的允
许准入
渊信息化冤

4.22

3.67

0.751

0.645

0.650

未经审批
的信用额
度渊人工冤

3.91

4.06

0.689

0.727

0.626

未记录的
打折情况
渊人工冤

3.68

3.88

0.653

0.707

0.683

内 部 控 制 偏 差

变 量

表2 控制缺陷严重程度

管理
层沟
通策
略

抵赖

承认

抵赖

承认

承认

标准差

抵赖承认

信息化控制偏差

人工控制偏差

中位数

控制偏差严重程度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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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当然，在两种情形下的这种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

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验。

根据8个案例的数据，将管理层解释合理程度描绘在直角

坐标上如图2所示。示意图显示，在人工控制偏差和不同的沟

通策略下，审计人员对管理层解释合理程度的判断差异不大；

而在信息控制偏差和不同的沟通策略下，审计人员对管理层

解释合理程度的判断差异较大。上述这些结果与本文假设2的

预期相一致。

2. 方差分析。描述性结果显示的不同沟通策略对审计人

员判断控制缺陷严重程度和管理层解释合理性之间的差异不

一定具有显著性，如果没有显著性，则不能根据这些差异得出

有意义的结论。所以，需要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由于本文是

采用实验方法获得的数据，解释变量中有管理层沟通策略，其

他可能影响审计人员判断的因素已经通过实验设计得到有效

控制，所以，适合采用方差分析。

不同沟通策略下，控制缺陷严重程度的方差分析如表4所

示。结果显示，在信息化控制偏差下，管理层采用不同沟通策

略时，审计人员对控制缺陷严重程度的判断具有显著差异。

根据表2的结果，管理层采用承认策略时审计人员评价内

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要显著低于管理层采用抵赖策略时内

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在人工控制偏差下，管理层采用不同

沟通时，审计人员对控制控制缺陷严重程度的判断不具有显

著差异。这个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描述性分析的结果。根据上述

分析结果，假设1得到统计支持。

不同沟通策略下，管理层解释合理程度的方差分析如表5

所示。结果显示，在信息化控制偏差下，管理层采用不同沟通

时，审计人员对管理层解释合理程度的判断具有显著差异，根

据表3的结果，管理层采用承认策略时审计人员评价管理层解

释合理程度要显著高于管理层采用抵赖策略时审计人员评价

管理层解释合理程度。在人工控制偏差下，管理层采用不同沟

通时，对审计人员评价管理层解释合理程度的判断不具有显

著差异。这个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描述性分析的结果。根据上述

分析结果，假设1得到统计支持。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审计人员根据发现的内部控制偏差

来判断内部控制缺陷，在做出这种判断之前，一般会与被审计

单位的管理层进行沟通。此时，管理层的沟通策略可能会影响

内部控制人员最终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判断。本文将管理层沟

通策略区分为承认策略和抵赖策略，研究发现：淤存在信息化

控制偏差的情况下，管理层采用承认策略时审计人员评价内

部控制缺陷严重程度要低于管理层采用抵赖策略时内部控制

缺陷的严重程度；当人工控制偏差存在时，无论管理层采用承

认还是抵赖策略，审计人员评价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相

差不多。于存在信息化控制偏差的情况下，管理层采用承认策

略时审计人员可以接受的管理层解释合理程度要高于管理层

采用抵赖策略时解释合理程度；但当人工控制偏差存在时，无

论管理层采用承认还是抵赖策略，审计人员接受的管理层解

释合理程度无显著差异。

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当信息化控制偏差出现时，管理层的

沟通策略会影响审计人员对内部控制的最终判断。所以，在应

用内部控制判断结果时，要综合考虑控制偏差的类型及管理

层采用的沟通策略。同时，在审计人员在进行内部控制偏差沟

通时，需要以团队的方式来进行，避免因为个人因素影响内部

控制判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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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均方

F值

显著性

密码被
盗渊信
息化冤

11.423

23.133

0.000

错误的允
许准入
渊信息化冤

10.280

17.899

0.000

未经审批
的信用额
度渊人工冤

1.246

2.669

0.107

未记录的
打折情况
渊人工冤

0.906

2.243

0.139

内 部 控 制 偏 差

变量

表5 管理层解释合理程度方差分析

统计

变量

抵赖承认

人工控制偏差

信息化控制偏差

中位数

管理层解释合理程度

图2

Y1

均方

F值

显著性

密码被
盗渊信
息化冤

6.559

12.308

0.001

错误的允
许准入
渊信息化冤

4.952

10.128

0.002

未经审批
的信用额
度渊人工冤

0.394

0.787

0.379

未记录的
打折情况
渊人工冤

0.615

1.326

0.254

内 部 控 制 偏 差

变量

表4 控制缺陷严重程度方差分析

统计

变量

Y2

均值

标准差

密码被
盗渊信
息化冤

1.97

2.83

0.706

0.699

错误的允
许准入
渊信息化冤

2.75

3.55

0.842

0.666

未经审批
的信用额
度渊人工冤

1.72

2.00

0.634

0.730

未记录的
打折情况
渊人工冤

1.68

1.44

0.702

0.564

内 部 控 制 偏 差

变 量

表3 管理层解释合理程度

管理
层沟
通策
略

抵赖

承认

抵赖

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