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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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科研机构 目前还没有一套有效的内部控制规范予以 

指导。本文从科学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现状出发．对其中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从内部控制的环境、控制 系统、控制措施几 

个角度提 出了加强科研机构内部控制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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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的目标是为了保证企业业务的有效进行．并确保企业资 

产的完整性，尽量减少和避免各种风险。提高单位的管理水平。加强和 

规范科研机构的内部控制．提高科学研究机构的管理水平和防范风险 

的能力，防止欺诈和腐败，对于保护国家资产的安全，促进科学研究机 

构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当期科研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现状 

目前，很少有科研机构根据 自身的特点设计一个完整、规范、合理 

的内部控制体系。或者，有些机构进行了内部控制系统建设，但是系统 

不够完整性不够，操作性不强。由于科研机构整体的内部控制意识还很 

薄弱，许多单位用财务制度代替了内部控制制度，只对支出额加以限 

制，并没有形成一个纸质的内部控制制度条文，内部控制凭经验进行来 

进行，随意性很大。对单位内部的管理实践的轻视，使得内部控制弱化， 

导致资产流失、徇私舞弊、损失浪费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内部缺乏监 

督和绩效评估机制 ，对领导也缺乏监督和制约。更南于科研机构的编制 

有限，内部控制人手不够，常常存在一人多岗现象，直接导致内部控制 

的失效。 

二、科研机构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内部控制 环境差 

一 个是科研机构大都没有意识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加之内部控 

制的环境差。直接导致了内部控制薄弱的普遍性。主要表现为： 

(二)领导对 内部控制 的建设缺乏重视 

科研机构的特殊性质，使得内部缺少一个对领导的制约和监督机 

制。而且由于缺乏内部控制方面的相关知识，有些领导错误地认为内部 

控制是对下不对上．是对下级的限制；还有些领导看不到内部控制的任 

何意义。认为还不如将主要精力放在科研经费争取方面，从而使大部分 

科研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缺乏有效建设．更没有专职部门和专业人员 

负责执行。 

(三)单位整体上缺乏内控意识 

科研机构里相当多的工作人员对内部控制没有一个明确的了解， 

将内部控制看作是财务部门的应执行的业务，与自己无关 ，甚至觉得内 

部控制纯粹是一个对人的约束，不仅不愿意支持内部控制的工作，甚至 

对其相当抵触。缺乏有力的支持，使得财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内部控制 

的执行积极性不高．无法在整个机构内部形成一个有效的内部管理氛 

围。 

(四)科研机构人力资源政策不利影响 

不同于普通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的人力资源政策一般为引进国家 

“百人计划”或者“千人计划”中的一些人才。对基础工作中的人才招揽 

不重视。对于普通员工来说，干好干坏一个样，工作积极性难以得到鼓 

励。 

(五)内部审计工作不到位 

科研机构对内部控制的不重视，那么内部审计就更无从谈起．一般 

都没有审计机构，就是有，也往往流于形式。主要是因为审计工作的独 

立性难以得到保障，其经济利益等方面受到单位领导的制约。审计应有 

的作用难以得到发挥。 

(六)控制措施不到位 

科研机构对内部控制制度的漠视，反映了风险意识的薄弱。缺乏内 

部控制的直接结果是对业务流程风险控制无力。对一些风险点、关键点 

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十分简单，导致风险问题层出不穷，却没有一个统一 

的处理标准。控制措施的不到位，导致控制效果难以理想。 

(七)监督、考棱机制不到位 

即使建立起一些内部控制制度，若是不建立起响应的执行监督和 

评估机制，那么内部控制制度也将名存实亡，执行效果难以达到效果。 

三、科研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措施 

(一)提高领导对内部控制重视 

内部环境的改变应从领导的重视开始 ．没有领导的重视．内部环境 

很难得到支持，导致内部控制制度即使建立起来，也只能流于形式。领 

导重视才能有意识地在单位内部建立一个良好的审计机制。并为审计 

创建一个良好的内部治理环境。并愿意对内部控制质量负责。 

(二)提高全 A的内部控制意识 

单位内部应积极组织全体人员对相关法规和知识学习，通过加深 

全体员工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和理解，培养起集体的内部控制意识，从内 

部减少内部控制的建设阻力。使每位员工能够自觉地执行内部控制制 

度的有关规定。 

(三)建立可持 续发展 的人力资源政策 

良好的人力资源政策能够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这是冈为良 

好的人力资源政策向员工灌输着基于诚信、道德和能力方面的期望信 

息。而员工的行为是否符合公司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对员工 

在培训、待遇、业绩、晋升方面的合理程度。单位应当制定并执行一套合 

理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保持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组织充满活 

力．为单位实施各种战略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四)健全和加强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对组织活动的一种客观的监督评价活动。健全和加强内 

部审计有助于科研单位科学、合理 、有效地实现目标。科学有效的内部 

审计需要给予组织、人员和独立性方面的保证。 

(五)规 范 内部控制 措施 

科学研究机构应根据自身经济活动的各个关键点、风险点以及单 

位目标制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将各种风险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控制措施的制定也使得内部控制的实施具有可操作性。具体着力点有： 

1、不相容职务相分离措施 

科研单位在设计内部控制系统时，将不相容的职务分离是为了实 

现“内部牵制”。首先应当明确有哪些岗位和职责是不相容的，然后合理 

地将其分工，实现相互牵制。例如授权、执行和审计的职责相分离。记录 

和保管的职务相分离等等。 

2、授权审批制度控制 

科研单位在办理各项经济业务的时候，都要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 

批准。同时，各级各个岗位的所能处置的事物和业务范围、程序、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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