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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地发展，企业工程项目的数量、规模、投资额在不断增长，

工程项目建设的安全、质量、违法违规等问题也伴随着日渐凸显。究其原因是多

方面的，企业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内部控制存在不足和漏洞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近些年来，政府、企业、社会也逐渐加大了对企业工程项目内部控制的重视

和研究。 

国外关于内部控制和项目管理的研究领先而较为成熟，我国相对较晚而有待

发展和丰富。融合国际上先进的内控理念并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五部委于

2008 年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及于 2010 年发布《企业内部控制配

套指引》，这些规范和指引共同构成了针对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其中，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的第 11 号指引“工程项目”对企业工程项目的内部

控制体系建设上提供了指引和规范。而我国学者也对工程项目内部控制开始了研

究探讨，对企业建立工程项目内部控制有一定指导作用。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

中于大方向性的探讨，侧重研究工程项目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措施或者是从施工

单位（乙方）角度分析控制的重要性，针对企业（即甲方项目建设需求单位，下

同）方面的实务应用研究还比较少，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企业工程项目内部控制

的构建体系。 

本文通过归纳国内外关于内部控制以及工程项目内部控制的研究情况，并介

绍内部控制研究发展阶段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工程项目内

部控制体系构建方案。该工程项目内控体系的设计主要是以我国内控五要素为框

架，就内部控制的内部监督方面，内部环境方面，风险评估方面，信息与沟通方

面以及控制活动方面来分别探讨企业如何构建对工程项目的内部控制。其中，重

点结合工程项目全过程分析工程项目建设各阶段各环节的主要风险，明确各阶段

的关键控制环节，就如何实施控制活动展开论述。另外，引入案例分析以期对其

他企业建立和完善工程项目内部控制体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工程项目；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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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econom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the scale of enterprises’ engineering 

projects is increasing. Meanwhile, however, there also exist numerous problem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such as the inefficient investment, the quality 

problems, and illegal problems, etc. Refer to the reasons, the weak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could be the main factor which draws society’s attention on study about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enterprises on engineering projects to increase investment’s 

efficiency and improve project management. 

Compared with the study on internal control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broad, it 

may need time to enrich and develop the relative research in China. As Standard for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and Guidelines on Internal Control Applications issued, i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standard system 

in China which could adapt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combine 

to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theory. The guidelines contain the theory about the 

internal control over engineering projects. Besides, the scholars also started studying 

the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over engineering project to instruct enterprise project 

management. However, the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r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control from the 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So it may lack a comprehensive set of internal control 

standard system on engineering project for enterprises to apply. 

Based on reviewing the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n 

internal control and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atically, this article would put forward 

a relatively complete design for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on engineering 

project. Regarding the five elements（risk assessment, control activities, internal 

supervision, internal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of internal control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design would explore how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on engineering project separately. And the dissertation 

would put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main risk and control activities at all stages of 

the engineering project construction. Finally, a case analysis could be introduc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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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a reference to other enterprise during their project management. 

 

Key Words: Engineering Project; Intern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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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目的 

1.1.1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工程项目的数量

和规模也在随之增长，受到了企业和社会的关注。企业工程项目主要是指企业（项

目建设单位，下同）通过自己或者是通过其他企业组织进行的施工工程和安装工

程[1]，具体包括建造各类大型设施设备，建造建筑房屋以及安装配套管道、线路

等。企业工程项目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1）投资规模大：企业对项目的投资从几十万到数百万甚至更多，项目失

败将造成巨大的损失。 

（2）建设期限长，涉及到各个方面：工程项目耗时短则半年，长则四五年，

甚至十几年；另外，项目建设牵涉到多个行业，如法律、设计、银行、施工、城

管等等，做好这一系列的协调工作，也需要企业内部做好分工协作。 

（3）工艺繁琐，技术综合性强，质量要求高：随着信息技术变革，工程项

目的复杂性日益增加，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需要用到大量新设备、新材料以及新工

艺；而且工程项目的使用期限一般达到三十至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这就必然要

求工程质量是优质的。[2] 

工程项目往往和企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提供保障、提

高企业再生产能力，对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而国有企业的重

大项目，更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发展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扮演重要角

色。 

如上所述，工程项目具有投资较大、建设时间长、资金需求大、专业性强、

多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等特点，伴随着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也出现了概预算超标、

工期延误、工程质量问题、招投标环节暗箱操作、相关经济犯罪和腐败案例等等

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造成资料浪费、效率低下，甚至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

从而引发社会各界对工程领域的批评和关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企业工程项目

管理中的内部控制存在不足和漏洞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将内部控制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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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引入企业对项目的管理中、通过建立和完善企业对工程项目的内部控制、合理

化项目管理流程、从源头上来防范风险，成为企业亟待采取的措施。 

1.1.2 研究目的 

概括而言，对工程项目进行内部控制是指为合理保证工程建设过程中资产的

有效性和完整安全性，保证财务及工程信息的合法合规和真实准确，在项目建设

的整个阶段采取的相互联系、协调和制约的方法和程序，以达到控制的目的。 [3] 

关于内部控制的相关理论研究，产生于西方，其中以美国 具有代表性，发

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即“内部牵制阶段，内部控制制度阶段，内部控制结构

阶段，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和风险管理框架阶段”。相对于西方，我国对内部控制

研究起步较晚，政府部门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左右才开始重视内部控制研究。

政府部门颁布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也推动了我国内部控制研究的发展。2008 年 

6 月，财政部等五部委（财政部，保监会，证监会，审计署以及银监会）共同发

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一重大举措代表着我国内部控制框架的确立。

它借鉴了 COSO 报告五要素框架，构建了一个“将内部环境作为基础，将内部

监督作为保证，将风险评估作为环节，以信息与沟通为条件，而将控制活动作为

手段”的五要素框架体系。五部委又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共同发布了《企业内部

控制配套指引》，其内容包括《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共计 18 项）、《企业内

部控制审计指引》以及《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融合国际上先进的内控理念

并结合我国企业实际情况，这些规范和指引共同构成了针对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

规范体系。针对工程项目而言，其中《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的第 11 号指引

“工程项目”，对工程项目的全过程（包括“立项阶段，工程设计阶段，工程招

标阶段，工程建设阶段以及工程验收阶段” ）内部控制规范明确了要求。 

制度规范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学术界也展开了对内部控制的研

究。针对近年来如火如荼的工程建设暴露出的问题，学术界也有学者致力于工程

项目的内部控制研究，为企业进行工程项目管理提供了指导作用。不过，相关研

究主要集中于大方向性的探讨，研究工程项目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措施或者是从

施工单位角度分析控制的重要性，针对建设单位方面的实务应用研究还比较少，

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企业工程项目内部控制的构建体系。 

    鉴于此，本文站在建设单位的角度，拟基于国内外已有文献，以《企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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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应用指引》的第 11 号指引“工程项目”作为指导，将内控五要素作为切入

点，以项目建设各阶段的流程环节为线索，来研究如何构建企业工程项目内部控

制体系，以期为企业管理做参考，提高工程项目的管理水平。这对企业控制工程

项目投资，保证建设资金的使用效率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1.2  研究方法与结构框架 

1.2.1 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企业构建工程项目内部控制体系的问题，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

法，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法。具体而言： 

（1）文献研究法：收集和整理国内外有关于内部控制以及工程项目内部控

制的经典文献资料，归纳提炼 新研究成果加以借鉴并且了解当前的研究现状和

不足。 

（2）理论分析法：从理论角度探讨企业工程项目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 

    （3）案例分析法：通过对 A 公司进行实地调研，利用访谈记录、档案资料

等信息，梳理以及分析该公司在建工程项目的内部控制现状，并提出相应的改进

措施，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通过这个项目调研，笔者对于工程项目管理体系

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和认识，基于此构建工程项目内部控制体系。 

1.2.2 研究内容框架 

本文主要研究对于企业而言，如何构建工程项目内部控制体系，从内部控制

框架五要素入手来研究完善企业项目管理的举措，并重点针对工程项目各阶段的

内部控制活动进行论述，再结合 A 公司在建工程项目内部控制情况的案例分析，

进一步深入研究。文章共分六章，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 导论：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来引入本文的研究方向，介绍论文

所用的研究方法和框架，来明确研究思路。 

第二章 文献综述：具体分为国内外内部控制文献综述、工程项目内部控制

研究综述两个方面。通过收集国内外的经典文献，了解目前国内外关于企业工程

项目内部控制的研究现状，总结以及提炼，进而分析有待完善的研究方向。 

第三章 工程项目内部控制相关理论：从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历史以及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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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框架两个部分来引入后续研究所依据的相关理论。 

第四章 工程项目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基于企业对工程项目实施内部控制

的目标和原则，探讨企业如何从内控五要素来构建工程项目内部控制体系。其中，

重点结合《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工程项目》，对工程项目各阶段的风险加

以明确并就如何实施控制活动进行论述。 

第五章 A 公司工程项目内部控制案例分析：在描述 A 公司工程项目各阶段

的流程基础上，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对该公司工程项目内部控制的现状进行

分析，同时提出建议加以完善内部控制。通过总结已有工程项目内部控制的经验

以及有待改进的方面，以期对其他企业工程项目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第六章 结论：总结研究结果，并提出了研究中的不足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章小结 

本章为全文的导论部分，通过研究背景和论文研究目的来说明：由于工程项

目本身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如果企业在内控上不予以重视很可能带来资源浪费、

效率低下等问题，甚至埋下威胁人身、财产安全的隐患，因此企业要重视工程项

目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但目前，关于企业工程项目内部控制的实务应用研究不

足，缺乏一套比较完整的企业工程项目内部控制的构建体系。从而下文将结合应

用指引以及相关文献资料来探讨工程项目的内部控制体系构建问题，并利用现实

案例进一步分析，当中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以及理论分析法。 后，

本章简要介绍了文章结构安排，明确本文的写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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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内部控制相关文献综述 

    内部控制这么一种管理制度在企业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引发了

学术界和实务界不断深入的研究。而内部控制是一个可多角度研究的课题，本节

主要侧重于从内部控制框架、内部控制有效性、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关系这三

个与本论文研究方向相关的角度来导入相关文献综述。 

2.1.1 内部控制框架的研究 

内部控制研究的迅速发展，除了经济发展以及企业经营管理需要的因素之

外，政府的推动也是关键。内部控制框架方面，美国 COSO 委员会在 1992 年发

布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 具代表性，它构建了一个以“监督，控制环境，

风险评估，信息与沟通和控制活动”为核心的内部控制体系。之后 COSO 委员

会在结合《萨班斯法案》的要求后发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将内

部控制五要素进一步细分为风险管理八要素，将内部控制理念与风险管理思想相

结合，更好地适应了企业管理的需要。而我国政府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推进内

部控制的研究工作，一系列的文件随之颁布。五部委于 2008 年 6 月共同发布的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借鉴 COSO 报告，构建了以内部监督，内

部环境，风险评估，信息与沟通和控制活动五要素为核心的内控框架体系，标志

着我国内部控制框架的确立。 

我国对内部控制的研究虽相较于西方晚，但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也有所建树。

阎达五、杨有红（2001）认为 COSO 报告提到的框架是理想框架，就我国企业

目前的管理现状来看，想要直接建立符合这一标准的内部控制框架是很难实现

的。企业应当分阶段、按照步骤、抓住重点地来实现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4]  和

丽芬（2008）针对中小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的建立提出，照搬西方成熟企业的模式

来建立内部控制体系对于我国中小型企业而言是不现实的，从内部会计控制与内

部管理控制两个方面来加强内部控制更加符合我国中小型企业的实际管理情况。

[5]周涛、石水平（2010）在借鉴 COSO 框架和其他内控观点核心的基础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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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由组织，作业以及项目三维度构成的治理型内部控制框架。[6] 

2.1.2 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 

企业应当建立内部控制来促进目标的实现，围绕内控有效性以及影响因素这

些课题，学术界实务界也展开了研究和讨论。  

COSO报告认为内部控制有效性包括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以及内部控制执

行的有效性，内控有效性源自于内控目标的实现。Kinney（2000）认为将大量信

息转化为决策有用的信息来确保资产安全和企业目标实现的过程才是有效的内

控。[7]张颖、郑洪涛（2010）认为内控有效性主要体现在其保证经营、战略、报

告以及合规目标实现的质量上。如果保证的提供程度高，则反映内控是有效的；

如果无法提供保证，则说明内控无效。[8]这与 COSO 报告的观点相符合。 

研究影响内控有效性的因素：张颖、郑洪涛（2010）发现企业的发展阶段，

企业文化，管理的集权化程度，财务状况，资产规模以及管理层的道德价值观共

同影响着内部控制报告，内控经营以及内控合规性目标的实现。企业规模以及发

展阶段主要会影响战略目标的内控有效性。报告和合规目标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则

会被内部审计部门的运行效率以及企业股权集中程度影响。[8]Theresa 等（2011）

认为内控的有效性会受到高管薪酬的影响，薪酬的一定提高有利于促进内部控制

有效性，但提供多余的薪酬则没有关联。[9]Jong-Hag Choi 等(2013)研究发现参与

内部控制执行的员工比例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成正相关。[10]
 

2.1.3 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研究 

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关系也是较受关注的论题。2004 年，COSO 委员会提

出的 ERM 框架，将内部控制上升到全面风险管理的层面，并说明内部控制是风

险管理的重要部分。和 COSO 委员会的理念相契合的如：英国 Tumbull 委员会

（2005）则提出内部控制在风险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内部控制应当在管理中被

视为是风险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11]丁友刚、胡兴国（2007）通过分析内部控制

理论思想的发展历程，提出内部控制可视作一种控制机制，企业可将其纳入风险

管理的综合框架里。[12]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无异。Blackburn

（1999）指出虽然人为地划分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在实际商业活动中是一体

的。[13]Mathew Leitch（2004）也认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没有差异，它们的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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