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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内部控制的主要 目的是实现 企业 货币资金

开支的合理
、

合 法和货币资金 回 收 的安全 可靠
,

防止贪污

舞弊行为
,

保证资产的安全
,

保证会计资料的正确 声丛鱼生

产和经营的需要二

一
、

建立健全货币资金完整性控制

其范围包括各种收入及支出业务
,

具体地说
,

企业发

生的各项货币资金收支业务
,

是否均已按规定记人有关账

户
。

一 发票
、

收据控制
。

利用发票
、

收据编号的连续性
,

核对收到的货币资金与发票收据金额是否一致
,

以确保收

到的货币资金全部入账
。

对发票
、

收据必须加强其印制和

收
、

发
、

存的管理
,

且必须连号
,

建账核算
。

二 业 务量控制
。

根据企业 以往某项业务量的大小
,

来复核货币资金的完整性
。

三 往来账核对控制
。

通过定期与对方单位核对往来账

余额
,

评价清欠货币资金是否及时入账
、

还欠是否真实
。

特别

要注意已作坏账处理的应收账款是否有收回款项不入账的

清况
。

四 银行对账单控制
。

利用银行对账清单与企业银行

存款 日记账逐笔核对
,

确保银行存款的完整性和存在性
。

同时
,

通过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
,

可以 从未达账户的

分析中发现其是否存在错弊
。

五 物料平衡控制
。

其主要是根据原材料在生产
、

销

售过程中量上是否平衡
,

来判断货币资金是否完整的一种

控制方法
。

该方法主要适用于生产
、

加工行业
。

二
、

建立健全货币资金安全性控制

一 账实盘点控制
。

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对货币资金进

行盘点
,

以确保企业资产安全
。

如 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

编制就是实施账实定期盘点控制
。

二 库存限额控制
。

对企业规定一定的资金库存限

额
,

将超过限额 的货币资金送存银行
,

可降低货币资金被

盗风险
,

还能高度集中货币资金
,

统筹使用
。

三 岗位分 离控制
。

不相容的岗位由不同的人负责
,

以达到相互牵制
、

相互监督的作用
。

在具体运用中
,

应结合

本单位实际情况
,

根据控制成本与效益原则设计岗位分离

控制
。

四 实物隔离控制
。

采取妥善措施确保除实物保管人

外
,

其他人员不得接触实物
,

如现金只能由出纳保管
,

银行

承兑汇票只能由一人专管
。

同时
,

还应采取选择合格的保

险箱
、

安全的场所等保障措施
,

确保货币资金实物安全
。

三
、

建立健全货币资金合法性控制

货币资金合法性控制是指货币资金收支业务是否合法

的内部控制制度
。

一般都采用加大内部审计监督检查力度

的方法
。

对业务量少
、

单笔金额小的单位
,

记账凭证可由一

人复核 对业务量大
、

单笔金额大的单位
,

记账凭证应由两

人复核
。

还可以实行严格的授权审批制度
,

重点控制大额货

币资金支付
。

此外
,

还可利用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对企业进行

监督
、

检查
。

四
、

建立健全货币资金效益性控制

货币资金效益性控制方法是制定货币资金收支的中
、

长期计划
。

如在合理预测一定时期货币资金存量的情况

下
,

可通过实施一些推延货币资金支付的采购政策和加速

货币回笼的销售政策 还可以通过收回投资
,

如转让债券
、

股票或进行票据贴现等
,

解决货币支出的缺 口 同样
,

可以

通过加快采购货币资金支付的采购政策
,

可降低采购成

本
、

推行一定的赊销政策
,

可提高售价或扩大销量或参与

各种投资
,

以降低货币资金的储存量

五
、

内部控制评审的具体程序和方法

对企业来说
,

建立健全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是一个

渐进的过程
,

必须建立 其内部控制评价体系
,

根据情况的

变化和出现的问题
,

及时修正或建立新的内部控制制度
,

通过对内部控制的评审
,

可以发现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漏洞

及薄弱环节
,

有利于防范和控制企业经 营风险
,

实现企业

的规范化管理
,

从而保证企业整体效益的实现
。

因此
,

加强

内部控制的监督和评审对企业 自身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

意 义
、、

一 检查被评 审单位 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性
、

合理

性
。

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应贯穿于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
,

审计人员在了解被审单位的有关 毛作流程后
,

就要根据企

业要求和不同单位工作特点确立 企业应具有的各项 规章

制度
。

随后详细查阅被评审单位是否有相关的工作流程 和

必要的规章制度
,

这些流程和规章制度要能明确企业业 务

规程
、

要求和职责
,

使每个需 要控制的地方都建立 合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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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分析时企 业 的 财 务状 况 和 经 营成果进 行评价 和

剖析
,

反 映 出经 营中的利弊得 失
、

财务状 况及发展趋 势
,

以

优化 决 策 具 体操作时
,

应 求解各个指 标
,

并阐述 各指 标值

的含 义及其 变动 的影响 然 而
,

如何理 解和记 忆这 么 多的

指标 呢
‘

在各类教材 中
,

付偿 债能 力
、

营运 能力及 盈利能 力

只 从 字面 上 予以 定 义
,

这不 便 于理 解
、

笔 者认 为
,

应 熟悉财

务分析 的 方 法
,

找 出各类指 标 的 本质部分
,

分析各类指 标

的共性 和 个性
,

理 解它 们 的 相关 内涵 及该 比 率变化 所反 映

的 内容

一
、

财务分析的主要方法

一 趋势分析法 又称水平分析法
,

是通过对比两期

或连续数期财务报告中的相同指标
,

确定其增减变动的力

向
、

数额和幅度
,

来说明企业 财务状况或经 背成果的 变动

趋势的一种方法 仁要用途 重要财务指标的比较 定基

动态比率 分析期数额 司定基期数额 环 比动态比率 分析

期数额 前期数 会宝十报表的比较
‘

会主
一

报表项 构成的

比较

使用字 意 事项 第
一 ,

所对 比指标的计算 径必 须一

致 第二
,

应剔除偶发性项 的影响 第 二
,

应运 用例外原

则对某项有显著变动的指标做重点分析
。

二 比率分析法 是通过计算各种比率指标来确定财

务活动变动程度的方法
‘

比率指标有 二类

构成比率
〔

又称结构比率二某个组成部分数位 总体

数值
。

主要 考察总体中某个部分的形成和安排是 否合理
,

以便协调各项 财务活动
‘

效率比率 效率比率二 所 费用

得
。

主要反映投 人 ’ 产 的 关系 , 以 进行得失 比较 艺

察经营成果
,

评价经济效益 相 关比率
‘ ,

相关比率二 呆个

项 目 其有关了王又 不 司的项 反映 了 关经济矛亏动的 ,

关系
,

可以 考察企业相 关联 的 业务安排 足 否合理 以 保

障经营活动顺 畅进行
」

使用注意 , 项 第
· ,

对 比项 日的相 关性 第 几 刊 比

口 径的一致性 第 认衡址标准的科学性

三 因素分析法
,

般有连环 桥代法和 额分析法 连

环替代法是将分析指标分解为各个 以 计以的囚素
,

片银

据各个因素之间的依存关系
,

顺次川各因素的比较仇 通常

即实际值 竹代裱准位 通常即标准仇或计划仇
,

据以 则定

各因素对分析指标的影响
、

爪额分析法利川各个囚索的比

较值与基准位之 ’月的差额
,

来
一

算各因索对分析指标的彩

响
。

因素替代法 卜要是从计划到实际
,

素按
“

数峨在前 质

量在后及主要在前
,

次要在后
”

原则排 列 连环竹代
,

顺序确

定各因素单独变化的影响

使用注意事项 第
,

囚素分解的 关联性 第 几 川素

替代的顺序性 第 认 顺序替代的连环性 第四
,

计劝结 果

的假定性
。

二
、

理解和记忆指标的方法

一 偿债能力指标 偿债能力实质为
“

叮以川来偿 〔的

控制环 节
,

特别要对关键控制点进行 重点控制 通过健全

合理的内控制度促进 企业加强管理
、

提高会 计 几作质址
,

防范企业经营风险的发生

二 评 审 内部控制制度 的有效性 通常
,

对控制系统

中控制点的测 试需 要经过 以 卜程序 询问有关人 员执行制

度的情况 检查在经 背竹理
、

会 计记录过 程 中执行 内部控

制而留 卜的各类合同
、

文 件和 记录 等文字内容 实地观察

被审计单位的经背活动 选择 吸要控制点和 取要业 务进行

符合性测试
,

以 确认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
、

分析评审
, , 发

现的问题
,

论证其是 否对经营成果有谊大影响或 可能 汁致

财产损失 研究解决的办法
,

向竹理 者提 出改进建 义 在 ‘。

被评审单位
、

级领 异交换 愈 见后
,

应根据实际情况 在适

当的时间安排后续内部控制评市
,

考核薄弱环 竹的改进措

施实施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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