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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 的雏形来源于“内部牵制”

“牵制” ——指职能和职能之间必要的相互弥补、相互约束，不能

由一个职能完全支配一项业务活动而没有交叉检查和约束

不同岗位交叉检验或相互约束，可以大大降低两类问题的出现，一类

是无意识的错误、另一类是有意识的舞弊

内部控制设计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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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在西周时代的国库管理中，便分为了职内、职出和职币三个岗位，

分别负责收入、支出和盘点登记

秦代实行严密的上计制度和御史监察制度，这两种制度成为经济和政治

的重要监督制度

宋朝时期规定：“主库吏三年一易”，相当于现代的“岗位轮换”制度

内部控制设计的初衷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文化和生活中的内部控制

“祸起萧墙”

“千里长堤，溃于蚁穴；万丈高楼，毁于蛀虫”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

比如重要的场所上两把锁

保险柜的密码分为两段

业务按不同权限授权不同岗位

……



华东师范大学 内控小故事——【故事一】扁鹊三兄弟的医术



华东师范大学 内控小故事——【故事二】桥与栏杆



华东师范大学 内控控什么？

风险

远古时期，捕鱼为生的渔民，体会到“风”给他
们带来难以预测的危险，有“风”就有“险”。

广义的风险，实际结果与预期的偏差，变动程度
越大，风险就越大。

风险预警，提高组织的风险应对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

内部控制的定义：

COSO委员会在《内部控制-整合框架》中对于内部控制的定

义，作为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定义一直沿用至今。

“内部控制是一个过程，由组织的董事会、管理层和所有员

工共同实施，旨在为经营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法

律法规的遵循性提供合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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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把内部控制看作一张网，每个岗位、每个人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结点

2. 只有每一个结点牢固了，并已核实的方式连缀起来，才能成为一张真正

牢不可破的网

形象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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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直属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指南（试行）》第一部

分“内部控制实施指南”中第一章第一条规定：

高校内部控制是指学校为实现办学目标，通过制定制度、

实施措施和执行程序，对经济活动的风险进行防范和管控。

什么是高校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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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行政单位内部控制工作监管要求愈加严格的大

背景下，学校同时面临着从行政型管理向效益型/服

务型管理转变的变革挑战。

如何在充分考虑学校自身管理现状与特点的基础上，

提升管理能力，落实放管服理念，并且符合监管要求，是

学校因地制宜开展内部控制相关工作所需要充分考虑的。

高校内部控制建设需求



华东师范大学 高校内部控制工作背景和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 高校内部控制的目标

1  保证学校经济活动合法合规

2  保证资产安全和使用有效

3  保证财务信息真实完整

4  有效防范舞弊和预防腐败

5  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益



华东师范大学 高校内部控制建设原则

• 贯穿学校经济活动的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

• 实现对经济活动的全面控制
全 面 性

• 关注重要经济活动及其可能产生的重大风险
重 要 性

• 在岗位设置、职责分工、业务流程等方面形成相互

制约和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制 衡 性

• 随着外部环境变化、经济活动特点和管理要求提高，

不断修订和完善适 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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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直属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指南（试行）》

(教财厅（2016）2号 )

高校内部控制建设及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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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实施指南

内部控制应用指南

内部控制评价指南

1

2

3

总 则

组织架构

建设任务

《教育部直属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指南（试行）》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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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实施指南

内部控制应用指南

内部控制评价指南

第 1号—控制环境
第 2号—预决算管理
第 3号—资产管理
第 4号—债务管理
第 5号—收入管理
第 6号—支出管理
第 7号—合同管理
第 8号—采购管理
第 9号—工程项目管理
第10号—科研项目管理
第11号—财政专项项目管理
第12号—经济活动信息化管理
第13号—所属企业管理
第14号—教育基金会管理
第15号—其他附属单位管理

1

2

3

《教育部直属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指南（试行）》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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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实施指南

内部控制应用指南

内部控制评价指南

总 则

内控制评价内容

内部控制评价方法

内部控制监督

1

2

3

《教育部直属高校经济活动内部控制指南（试行）》总体框架



华东师范大学 学校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

1.风险管理是组织治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不可分割的子集，风

险管理涵盖了比内部控制更多的内容。

3.内部控制不会被风险管理所取代。

4.风险管理侧重对不确定性的把握，内部控

制侧重对确定性的把握。

5.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增强自身的确定性去

应对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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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业务多元化，决定高校内控建设和评价的内容复杂化

高校资源主体多元化，决定高校内控建设和评价的对象复杂化

高校绩效目标多元化，决定高校内控建设和评价的标准复杂化

高校内部控制的特点



华东师范大学 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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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护控制

建立资产日常管理制
度和定期清查机制，定期
盘点、账实核对等措施，
确保资产安全完整。

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 归口管理内部授权审批控制

明确各岗位办理业务和
事项的权责范围、审批程序，
建立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和会
签制度。

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在授
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办理业
务。

单据控制

明确界定各项经济活
动所涉及的表单和票据，
按照规定填制、审核、归
档、保管单据。

预算控制

强化对经济活动的预
算约束，使预算管理贯穿
于单位经济活动的全过程。

合理设置内部控制关
键岗位，明确划分职责权
限，实施相应的分离措施。

形成相互制约、相互
监督的工作机制。

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
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并确
定牵头部门等方式，对有
关经济活动实行统一管理。

会计控制

建立健全财会管理制度，
加强会计机构建设，提高会
计人员业务水平，强化会计
人员岗位责任制。

信息内部公开

建立健全经济活动相
关信息内部公开制度。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
单位的实际情况，确定信
息内部公开的内容、范围、
方式和程序。

内部控制——“8大方法”



华东师范大学 内部控制工作职责分工

学校党委发挥在学校内控建设中的领导作用

校长是内控建设的首要责任人，对内控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负责

学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抓好各自分管领域的内控建设工作

学校各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的内控建设承担具体责任

内审、纪检监察，对内控进行评价和监督，确保内控有效运行

《高校内控指南》中规定了学校各个层面的领导和部门在内部控制建设中的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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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机制：

重大经济决策、重大经济事项、大额资金支付业务等，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实行集体决策审批或

联签制度，并应以记实方式记录集体决策过程。对于重大事项，任何个人不得单独进行决策或者擅自改

变集体决策意见。

重大经济决策、重大经济事项、大额资金支付业务的具体内容或标准由高校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内控运行“四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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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制：

建立并完善包括不相容岗位相分离、内部授权审批控制、归口管理、预算控制、资产保护控制、

会计控制、单据控制、信息公开控制、信息技术控制等措施在内的内部控制执行机制。

内控运行“四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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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机制：

建立健全“以预算为主线、资金管控为核心”的业务流程协同机制

积极发挥财务、政府采购、基建、资产管理、科研、合同管理等与经济活动相关部门或岗位的作用

内控运行“四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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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制：

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通过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审计监督及时发现内部控制建

立和实施中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并及时改进，确保内部控制体系得以有效运行

内控运行“四大机制”



华东师范大学 内部控制工作的运行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财务内控管理 人事内控管理 采购内控管理

基建内控管理 资产内控管理 科研内控管理

审 计

纪检 监察

……

……

经 济 活 动 风 险 评 估

经 济 活 动 风 险 评 估

办
学
目
标

事
业
发
展
规
划

学
校
党
委

校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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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购业务为例:

学校层面：考虑未来的各种情景对采购活动本身和生产运营产生的影响

职能部门：采购程序和流程的关键控制点是否被设计全面，并有效执行

审 计：对采购制度的健全、适当、有效执行进行确认，采购管理部门是否恰当履行了职责

纪检监察：针对整个采购过程中人的要素，比如廉洁风险，与上面各个环节都有交叉

内部控制工作的运行



华东师范大学

‹‹   不再有明显的“条线思维”，实现信息互通共享

‹‹   整合与经济活动相关部门或岗位，统一规划落实每类风险在各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

保证内部控制在分权的基础上充分高效地运行

内部控制新思路——“大风控”



华东师范大学 内部控制工作的运行



华东师范大学 内部控制误区 1

1.内部控制是一个持续改进和提升的过程。内部控制应随着外部环境的

变化、单位经济活动的变化和管理要求的变化及时修订和完善。

2.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

3.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

内部控制可以一劳永逸



华东师范大学 内部控制误区 2

内部控制能解决所有管理问题，可以绝对保证单位经济活动的合法合规

1.内部控制不是万能的，只是应对风险的措施之一；

2.内部控制不可能把全部风险降低到零，而是把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3.内部控制也有其固有的限制，例如：内部控制无法防范串通舞弊风险等。



华东师范大学 内部控制误区 3

1.内部控制基于良好的控制环境，主要包括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岗位化、岗

位职责化、职责表单化、表单信息化等多个方面，还包括积极向上的大学文化和学校领导的

重视。

2.内控是因，制度是果。

3.制度是内控的外在表现，因内控而生，随内控而变。

4.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不易，有效执行不走样也不易，制度完善并不代表内控完善。

内部控制等同于规章制度，制度完善就是内控完善



华东师范大学 内部控制误区 4

1.内部控制面向学校资源、业务、战略，并不仅仅是财务方面。

2.内审人员负责内控监督。

3.内部控制需要全员参与，涉及所有部门和各级人员，只有全员参与的

内控才是真正的内控。

内部控制是财务、审计的事情



华东师范大学 内部控制误区 5

1.通常情况下，控制环节越多，控制措施越严密，控制效果越好，但控制成

本也越大。

2.如果内部会计控制的成本超过了风险或错误可能造成的损失，那么，再好

的控制措施都将失去其意义。

内部控制环节越多越好



华东师范大学 内部控制误区 6

1.内部控制可以通过流程中控制节点的规范化、标准化提高工作效率，

降低错误率。

2.内控做得好的组织，系统化后会如虎添翼，效率大增。

内部控制会占用业务人员的时间，降低效率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