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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内部控制（又称内控）受到了更多关注，我们终于认识到，人类理智并不
会使社会保持秩序，更不会使社会变得符合我们理想追求的状态，只要是人，必须控制自己的理智尤
其是欲望。
这应该是内部控制的本源含义。
但是，一旦我们着手研究内部控制问题时，顿时发现，内部控制现存研究，能作为理论回顾的实在不
多，较为认同的可能只有一个：COSO报告。
姑且不论COSO报告是否具有理论研究成果的资格，仅以此能为内部控制学界公认为主要理论来源状
况看，有关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较匮乏。
　　对内部控制的认识，我们可从人类社会基本活动方面做出分析。
人类社会的基本活动分为两大领域：认识客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
在这两大活动中，均存在着偏差：前者表现为已认识的客观世界与客观存在的客观世界的偏差，我们
定义为第一层次偏差；后者表现实际改造的客观世界过程、结果与人们期望的过程、结果的偏差，我
们定义为第二层次偏差。
第一层次偏差对第二层次偏差有直接影响，但第二层次偏差更多的与人类行为具有一致性，因而为目
前经济管理实践广为重视，成为经济管理发展理论与方法的主要动因。
无疑，如何有效控制乃至消除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这两大偏差，是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
显而易见，消除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把这种偏差控制在人类所能接受的限度内，最终使这
种偏差趋于最小化。
而认识这些偏差并实现其最小化的过程，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活动，是人类社会各项认识客观世
界与改造客观世界具体活动共同遵循的一种基本原则，这方面原则总和形成了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个专
门范畴：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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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内部控制研究：制度视角》围绕内部控制本质层面——制度，试图回答内部控制是何存在
及为何存在？
为何是制度？
是何种制度？
如何看待内控制度演化并在实践中正面地建设好内部控制制度？
最终得出了一些颇有理论深度的结论。
《企业内部控制研究：制度视角》选择从制度视角对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因为无论从内部控制对企业内部成员的作用而言，还是内部控制规范对企业主体的作用而言，其均
具有制度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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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上述两组概念，它们之间并不完全是相互对应的关系，即外部控制不一定就是强制控制，内
部控制也不一定是内在控制。
对于自然人个体而言，内部控制与内在控制几乎可以等同，而强制控制只是外部控制的一种形态，就
好比一个人遵循一项行为准则，这可能是其内心对该行为准则本身的认同，因而能按照行为准则的要
求控制自身言行，这就属于自我控制；也有可能是因为法律对之做出了强制性规定，不遵循就会遭到
法律的惩罚，这就类似于强制控制；也可能是受到周围环境的熏陶或大多数人对这种价值观的认同，
其不得不这样做，否则，就会遭到别人的白眼或谴责，这就类似于外部控制中的另一种机制——声誉
控制；也有可能其不这样做，会有相应的评价机制，定期公布遵循、不遵循或者遵循好坏的评价结果
，从而促使其遵循该行为准则，这种评价及信息披露机制也是外部控制机制中的一种。
　　由此可见，对一个行为主体而言，控制其行为不偏离一定标准或幅度的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外
部控制和内部控制（假定等同于内在控制）。
其中，外部控制可以分为强制控制、声誉控制、评价（或评级）及信息披露控制三种。
声誉控制机制与评价及信息披露机制存在着相同之处，只是前者往往适用于较小范围，即在该范围内
都能相互了解到各行为人的行动情况，而且都会在乎自己的声誉时，声誉控制机制就会自动发挥作用
；而评价及信息披露机制则相对于前者更为专业（即有专门的评价指标体系、专业人士进行评价和测
试）、适用范围更广（通过定期在公共媒体上披露评价结果信息），可见其是一种正式的或制度化的
“声誉”控制机制。
当个人具有内在控制素质时，外部控制几乎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但内在控制素质因人而异、因情境而
异，不可能指望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完全自我控制，因而需要外部控制的补充，不同形式
的外部控制方式对于不同的主体、不同情形发挥作用的效果也会存在不同，其促进或强化个体内在控
制意识的功效也会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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