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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研单位的内部控制的探讨

赵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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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部控制制度是科研单位现代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要科研单位存在经济活动和经营管

理, 就需要加强内部控制, 建立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 建立健全科研单位内部控制, 有利于明确和规范科

研单位内部各部门甚至各岗位上的职责和行为, 保证科研经营目标的实现, 提高管理效率和保护资产的安

全与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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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 科研单位迫切需要

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内部控制制

度是科研单位现代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

健全科研单位内部控制, 有利于明确和规范科研单

位内部各部门甚至各岗位上的职责和行为, 保证科

研经营目标的实现, 提高管理效率和保护资产的安

全与完整。 对于遏止单位内部人员的经济犯罪问

题, 提高科研单位经济效益, 促进科研单位健康发

展, 切实落实新 《会计法》, 具有重要意义。

1　 科研单位的内部控制及其内容

科研单位的内部控制是其强化内部管理的一种

自律行为, 是科研单位为了实现经营目标, 保证科

研活动的有效进行和维护资产的安全与完整, 保证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保证财务收支合法和会计信息

真实, 防范业务经营中的各种风险, 确保经济会计

信息的正确可靠, 对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而制定和实施的政

策、 措施和程序。 内部控制主要包括内部会计控制

和内部管理控制。
1． 1　 内部会计控制

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管理手段, 是为了维护财

会数字的可靠性和保护科研单位财产的完整性而实

施的内部控制。 它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制定, 工作组

织的规划, 程序的编排以及采取恰当的措施, 来保

证科研单位的财产不受损失和有效使用, 保证会计

数据的完整可靠, 保证国家财经政策和内部管理制

度的贯彻执行。 它包括: (1) 会计核算内部控制。
指为保证会计核算信息的及时性、 正确性、 完整性

而实施的内部控制, 主要有会计核算、 组织、 实施

制度, 会计业务处理制度, 会计核算的检查、 稽核

制度, 会计信息上报制度。 (2) 财务管理内部控

制, 指为保证财务收支真实、 合法、 有效而实施的

内部控制, 主要有资金筹措、 使用、 管理制度等。
(3) 成本管理内部控制, 指为了保证成本管理真

实、 合法而实施的内部控制。 主要有成本费用的管

理控制制度, 经营收入与支出的管理控制制度, 财

务成果的分配制度等。 (4) 组织机构控制。 指在

设计组织机构的方案时, 将具有控制功能的措施结

合进去, 使其具有防护性功能。 主要有会计机构的

独立、 职权的明确划分、 不相容职务的分离。 (5)
会计记录控制。 它是整个会计控制的核心, 主要有

可靠的凭证制度, 完整的簿证制度, 严格的核对制

度、 科学的预算制度、 合理的会计政策和程序

等[1]。
1． 2　 内部管理控制

内部管理控制是指为了保证计划、 预算和定额

任务的完成, 提高经济效益而实施的内部控制。 它

是以提高工作效率, 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为目标, 所采用的行政和业务方面的方针、 政策、
程序、 方法等。 它包括: (1) 财产物资管理制度。
主要有: 固定资产购建和材料物资采购的计划与审



批, 财产的验收入库、 储备、 领用、 摊销、 销售、
报废和定期盘存等管理制度。 (2) 质量技术内部

控制制度。 主要有: 工程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制

度, 产品设计、 制度、 使用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制

度, 新产品试制、 鉴定、 改造等技术和工艺规程的

技术控制制度。 (3) 劳动人事工资控制制度。 主

要有: 人员规划、 人事管理、 劳动定额、 劳动组

织、 工资奖金、 劳动保护等制度。 (4) 信息情报

内部控制制度。 主要有: 情报信息的收集、 传递、
加工、 储存、 使用、 反馈等制度。 (5) 内部审计

制度。 主要有: 机构设置、 人员配置、 岗位职责、
审计任务、 审计标准等控制制度[2]。

2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的必要性和迫切
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科研管理以财务

管理为中心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内在要求, 而加

强科研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是加强科研单位

内部财务管理的首要内容和重要手段。 财务管理涉

及科研单位的科研生产、 开发经营的各个环节, 内

部控制应贯穿于每一项经济活动之中, 从内部盈亏

(费用) 计划指标的测定到考核奖惩, 从物资采购

到产品生产、 销售, 都应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

定一套科学、 严密、 有效、 可操作的内部控制制

度。 通过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 加强会计人员相互

制约和监督, 提高会计核算工作质量, 避免和防止

会计处理中发生差错和营私舞弊行为; 通过加强内

部控制制度, 实现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的财务监

控和管理, 把喊了多年的以财务管理为中心的口号

真正落到实处。
2． 1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是加强内部管理的需要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会计改革

过程中, 科研单位在遵守会计准则的基础上, 应以

本单位会计工作实际出发, 建立健全和强化自身合

理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控制制度。 对这些会计政策和

会计控制制度, 应作出书面文字规定, 这样, 不仅

有利于科研单位有关人员了解处理日常会计事项的

政策和方法, 也有利于其会计政策的前后连贯。 科

研单位制定内部控制制度的基本目的在于: 保证组

织机构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 保护单位资产的安

全、 完整与有效运用, 提高经济核算 (包括会计

核算、 统计核算和业务核算) 的正确性与可靠性,

推动与考核企业单位各项方针、 政策的贯彻执行,
评价单位的经济效益, 提高单位经营管理水平。 尤

其需要指出的是, 科研单位财务管理系统电算化已

经普及, 但计算机信息失控、 破坏情况日趋严重,
从而造成责任不明、 相互推卸等问题, 其关键在于

计算机核算软件存在着密码缺乏牵制性, 常用的密

码设置方法已不适应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管理和

发展, 所以财务管理电算化应提高会计信息的保密

程度, 避免信息泄漏及对实体信息破坏。 可见, 内

部控制贯穿于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 只要科研

单位存在经济活动和经营管理, 就需要加强内部控

制, 建立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3]。
2． 2　 健全内部控制是防范化解风险的需要

随着信息产业成为社会主导产业, 产品的寿命

周期不断缩短、 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对科研单位的

经营管理能力和决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些

都大大增加了科研单位的风险, 具体的讲, 科研单

位面临的经营风险大概有如下几类: (1) 战略风

险, 即与错误的选择有关的风险, 如公司的视野过

窄, 对信息的把握不足, 未能认识到竞争对手的实

力和对相关法规缺乏了解等。 (2) 决策风险, 即

与决策失误有关的风险, 如未能把握决策时机, 没

有考虑所有的备选方案, 错误的估计了备选方案的

可用信息等。 (3) 操作风险, 即用错误的操作方

式造成的风险, 如生产过程缺乏安全标准, 没有及

时检查产品质量等。 (4) 财务风险, 即与财务资

源损失或与财务债务建立有关的风险, 如, 对存

货、 资产缺乏有效的保管, 借款给无偿还能力人

等。 (5) 信息风险, 即与信息处理有关的风险,
包括提供不完整或不准确的信息, 软硬件不可靠,
不能防止系统被黑客入侵等。

由此可见,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与广泛应用的

今天, 如何有效的防范和控制风险, 是当今每一个

单位所必须面对的紧迫而现实的问题, 而建立并实

施可靠的内部控制制度, 对单位控制这些风险是至

关重要的。 在科研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要达到

生存发展的目标, 就必须对各类风险进行有效的预

防和控制, 内部控制作为科研管理的中枢环节, 是

防范单位风险最为行之有效的一种手段。 它通过对

单位风险的有效评估, 不断加强对科研经营风险薄

弱环节的控制, 把单位的各种风险消灭在萌芽之

中, 是科研单位风险防范的一种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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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健全内部控制是防止会计信息失真的有效措

施

解决会计信息失真和维护科研单位资产的安全

和完整, 迫切需要加强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建立。
会计控制是内部控制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长期以

来, 由于受计划经济和传统管理思想、 方法和手段

的影响, 会计职能作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还出现了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如: 会

计基础工作薄弱,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执行不到

位, 对外提供虚假或不真实的会计资料, 内部会计

监督流于形式, 单位负责人违法干预会计工作, 会

计工作秩序混乱, 给贪污、 挪用单位资金或侵吞单

位资产等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严重扰乱了经济建

设的秩序和环境, 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过程, 因此, 加强会计监督, 强化内部控制, 规范

会计行为和管理行为, 已经成为解决当前会计秩序

混乱, 会计信息失真和维护所有者权益的重要措施

之一。 健全的内部控制, 可以保证会计信息的采

集、 归类、 记录和汇总过程, 从而真实地反映科研

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情况, 并及时发现和纠

正各种舞弊, 从而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

性[4]。
2． 4　 健全内部控制是防范违法乱纪现象发生的有

效手段

没有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 经不起某些 “掌
权” 和 “管钱” 考验的主管财务的领导、 业务经

办人员、 财务人员利用内控不严的漏洞大量收受贿

赂, 贪污公款, 挪用、 盗窃资金, 或与单位外部不

法人员相勾结, 利用虚假发票, 非法侵占单位资

金。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就能有效地堵塞漏

洞, 防范各种经济案件的发生。

3　 保证科研单位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主要
措施

3． 1　 必须重视对内部控制制度管理人员的选用

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得再完善, 若没有称职的人

员来执行, 也不能发挥作用。 科研单位的用人政策

直接影响着本单位能否吸收有较高能力的人员来执

行内部控制制度。 要杜绝账户设置不合理、 记录不

真实的情况, 充分发挥会计控制制度的职能作用,
则必须重视对内部控制制度管理人员的选用和培

训, 提高财会人员的素质, 定期进行考评, 奖优罚

劣。
3． 2　 必须发挥内部审计机构的作用

内部审计机构是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的一项基本

措施, 内部审计工作的职责不仅包括审核会计账

目, 还包括稽查、 评价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和单

位内各组织机构执行指定职能的效率, 并向单位最

高管理部门提出报告, 从而保证科研单位的内部控

制制度更加完善严密。 同时, 应发挥国家审计机

关、 部门审计机构的权威性和监督作用。 定期或不

定期地对单位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评价, 以杜绝单位

管理部门负责人滥用职权所造成的内部控制制度形

同虚设的情况[5]。
3． 3　 重视对单位负责人进行内部控制的宣传

内部控制成败如何取决于单位职工的控制意识

和行为, 而单位负责人对内部控制的自觉控制意识

和行为又是关键。 从理论上讲, 内部控制本身也有

局限性, 其中主要是单位最高领导人控制的随意性

或相互串通、 搞内部人控制。 因此加强对单位负责

人的内部控制宣传、 提高他们自觉执行内部控制的

意识, 显得尤为重要。 从我国一些单位的现状分

析, 这些单位不是没有内部控制而是没有很好执

行, 其中往往是单位负责人带头不执行、 破坏既定

的内部控制程序, 导致内部控制形同虚设或只对下

不对上。 《会计法》 已明确规定, 单位负责人负有

执行 《会计法》 的法律责任。 今后在制定内部控

制有关规定时同样要明确单位负责人应负的责任,
只有这样, 才能使单位由上而下共同执行内部控制

要求、 从而推动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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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Zhao Liping

(Corn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Jinan　 250100)

Abstract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management system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
tion. Whe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management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units happened, it needed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control and establish the corresponding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internal control could be useful for clarifying and standardizing the duty and behavior in each department, ensuring
the goal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management and protecting assets safety and integri-
ty.
Key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units ; internal control;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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