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会计监督的概述

会计监督（accounting supervision）是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依照法律的规定，

通过会计手段对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的一种监督。狭义的会

计监督属于会计的基本职能，是企业内部会计监督的其中之一，是会计人员根据

会计法规、国家的财经政策，根据会计提供的信息，对于会计经济活动实施的全

面的控制和监督，令其达到预期的目标这一功能；广义的会计监督在本文中已作

阐述，其内容既包括内部监督又包括外部监督。会计监督分为：事前监督、事中

监督、事后监督。

二、会计监督职能弱化的原因

（一） 以法规制度实施会计的宏观控制失效

会计监督是经过法律法规制度的监察、执行和制订三个环节展开的。在法律法规

的制订环节中，由于国内改革的步伐比较快，新旧制度的交替频繁，形成了新旧

法律法规制度 “真空地带”，有的法规已滞后，而有些法规有疏漏尚不完善，

从而使得法律法规制度对于会计行为的约束不够力度，会计监督的职能被弱化。

在法律法规制度的执行环节中，法律法规制度凭借基层的会计人员和会计机构来

执行。但因为会计人员具备既代表了国家行使监督所有权又代表了企业行使监督

经营管理权双重责任，在国家与公司利益产生冲突时会计人员应尽可能先考虑自

己所在的企业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制度中的漏洞，甚至利用各种各样的违规手

段维护企业的利益，这也会使得会计监督职能被弱化。在法律法规制度检查环节

中，多年来对财务的大检查大都只是重查违纪的金额，忽视了对于企业单位的内

部监督体系也就是规章制度的检查，还对违纪者的打击力不够大，起不到震慑作

用。

（二） 会计机构能否发挥会计监督的职能

企事业单位属于会计监督的基层单位，也属于会计的执行人员。在计划经济的体

制下企业与国家的矛盾并不算剧烈。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化，企事业单位

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此时即使有部分单位的内部会计监督体系健全，但是在这

监督体系的运行中，一些企业的领导者与经营者独断专行，进行以权谋私等违法

违纪坑害社会及国家公共利益的活动。在部分经济案件中，必然有部分企业的会



计人员参与或者知晓，但是因为会计人员的双重性使得他们向集体的利益所倾斜，

单位领导的报复打击使得他们无法依法办事，从而放弃了会计监督。

（三） 社会对会计监督不够力

新《会计法》构建了企业社会监督、国家监督及内部监督三位于一体的会计监督

模式。目前不仅单位内部监督、国家监督弱化，而且社会的监督还不够力度。根

据国际的惯例，管理公司的财务活动需要社会监督，即那些具有“经济警察”作

用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实施监督。但目前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因为执业

环境、体制原因、人员素质、执业标准等问题，使得社会监督的作用难以正常发

挥。

（四） 单位内部监督控制不健全

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尚不够健全，使得会计监督的职能较难发挥作用。在现代的企

业制度环境下委托经营者进行企业财产的监督，为维护企业资产的安全与完整需

要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但是有些企业事业单位的规章制度不够健全，尤其

是缺少各种监督制度，连起码的内部审计人员或机构也不设置，连简单的内部控

制制度也不实施，即使有并健全，但是却不进行落实、不考核、不执行。在会计

领域中随着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作业人员的技术要求提高，操作单一化，有关的

内控制度较难落实，违规违纪行为显现出智能化的特征，会计监督更加难。

三、公司介绍

（一） S公司的基本情况

S公司是一家外商独资的公司，从事国际、国内印印刷品类进出口贸易，主要的

客户有大金空调，格力空调，以及日本等亚洲国家。公司总社在日本，2004 年

在上海成立分公司、随后，在 2007 年在深圳成立分所；经过 10 年的成长目前在

上海、泰国、深圳等地都有分社。该公司制度完善，管理健全，培训教育机制先

进，注重员工技能培养和自身素质提高，员工福利、节假日安排严格按照国家标

准执行。

（二） S公司会计监督现状介绍

S公司因近几年会计监督不规范，导致财务的内部管理混乱，主要表现在:

（1）营业收入和支出管理混乱



一个贸易型企业的收入和支出本来是应严格并分开管理的，而 S公司由于资金相

对紧张，为了加快资金周转，经营性和管理性支出与收入在同一账户发生，再加

上计帐滞后，这样就使得资金管理缺乏计划，造成管理混乱。

（2）管理费用报销随意，缺乏控制

由于 S公司运营计划意识不强，缺乏运营成本核算，所以，预算的执行力度也不

够，再加上费用管理制度不够完善，费用报销控制程序也比较混乱。公司自成立

以来管理费用始终居高不下，2009 年公司全口径费用支出为 1987 万元，其中管

理费用为 1270 余万元，而公司本部的费用不过 500 万元，其中管理费为 300 万

元。

（3）融资量过大，财务费用过高

近几年来，S公司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投资，兴建了办公大楼、标准化仓储

库房等近 5万平方米的建筑，这无疑给公司的流动资金带来很大压力，甚至全部

占用。为了使公司经营继续下去，公司不得不加大融资力度，在增加银行贷款的

同时，还高息向职工集资，是财务费用不断增加。到目前，公司全口径贷款总额

达 9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达 89% ，财务费用支出为 500 万元。

（4）外部往来账款失控

外部往来账款由于缺乏跟踪意识和责任意识，失控现象也时有发生。特别是“消

费贷款购车”，应收账款损失风险更大。自有“消费贷款销售”业务以来，已累

计损失 300 万元。

（5）“合理避税”下的虚假费用，造成利润不实

为了所谓的“合理避税”，S公司具有虚开费用发票的可能性，而公司监管又不

到位，利润减少，逃避所得税。

（6） 公司财务管理监管不利，缺乏力度

财务管理混乱、会计核算失真，尤其是企业财务对于监管力度还不够；会计人员

无法依法行使监督和核算的职能，只能依照企业领导的意思去办事。少数财务人

员素质比较差，不依照会计制度去办事。放权过多，企业处置资产的权利不受约

束。下属企业法人代表的权利过大，约束机制没有形成。帐外资金运作量较大，

无法纳入正常财务管理范围，不受股份公司财务和领导直接监控。

（三） S公司会计监督存在问题分析



S 公司会计监督出现上述问题，经笔者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是法制健全。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必要的约束机制没

有及时建立健全，有关会计监督方面的制度、规定比较笼统，缺乏实施细则，使

会计监督职能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二是监管工作没有跟上，一些企业的内审机构对企业会计工作和经济活动进行监

督所起的作用不大，在完善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管理方面，也重视不足，使会计

监督长期在低层次水平上徘徊；

三是会计人员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淡薄，不遵守现行会计制度，有的会计人员不

重视业务学习，观念陈旧，总停留在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上，会计监督仅限于日

常收支业务方面，缺乏对重大经济活动的事前监督能力。

四、对 S公司会计监督提出几点建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S公司的会计已由过去只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服务的“报

告型” 会计转向管理型、经营型和报告型“三型” 结合式会计，所以，会计监

督也有了新的要求及内容，面临了新的挑战。例如会计监督的难度逐步加大、责

任加重及广度扩大等，其实质意义是从思想观念上扭转监督的行为认识，其主要

目的在于监督企业整个体系的运转,服务于整个企业，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因

此，根据会计监督的现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S企业会计监督:

首先，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构造 S公司的会计监督体系，建立以行

政监督督、税务监督、外部审计监为主体的外部监督体制和企业内部审计机构为

主体的内部监督体系，完善内部监督机制，从各个层次的监督体制中分别去制约。

外部监督单位主要监督企业会计人员和会计机构是否依法监督，依法核算各项财

务收支；内部监督体系主要监督会计核算资料的真实性、客观性，会计机构和会

计人员的行为是否合规。

再者，提高企业法人的素质。S公司要加强法制建设，严格执行会计制度有利于

企业法人加强法律约束，使领导者充分认识会计法规的“执法” 和“监督” 职

能，进而让领导者用会计法规来约束自己在经济活动中的行为，自觉主动地接受

会计人员的“监督” 与“监控”。对违反规定、只顾企业本身利益无视国家利

益的领导，要坚决批评抵制，对以公谋私违法犯罪的行为要坚决打击，才能保证



会计监督职能的发挥。

最后，改进 S企业的会计管理体制，实行财务总监委派制。近年来我国在理论上

和实务上对改进企业会计管理体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各种形式的实践，且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

五、总结

举措无疑对加强会计监督，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乃至建立和

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都具备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笔者认为，我

国会计界对于会计监督的认知，还没有把握到其立足点以及本质，因此影响到国

内会计监督的规范。因此，要彻底的改变会计监督这一不力状态，会计监督理论

还需要重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