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 1 

 

教育部會計處  廖玉燕 

    
 

內部控制之意義與規劃  



教育部 2 2 

目    錄 

壹、內部控制之意義、基本概念 

        和重要性 

貳、內部控制的組成要素 

參、內部控制之限制與威脅 

肆、內部控制之規劃 

伍、政府部門內控現況檢討 

陸、國立大學常見內控缺失 

 



教育部 3 

壹、內部控制的意義、基本概念 

和重要性 

（一）內部控制的意義 

    內部控制係一種管理過程，由管理階層
設計並由董事會（或相當之決策單位）
核准，藉以合理確保下列目標之達成：  

   1.可靠之財務報導 

   2.有效率及有效果之營運 

   3.相關法令之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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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概念 

       1.內部控制具有一定的目的性 

       2.內部控制是手段而非目的，是一種動
態的過程，且散佈在組織作業中的一
連串活動 

       3.管理階層對於建立及執行內部控制負
有全部的責任 

       4.組織中的每一個“人”，既是控制的
主體又是控制的客體 

       5.內部控制有其限制及威脅，故僅能 
「合理確保」目標之達成 

 



教育部 5 

（三）重要性 
                 1.大學自治：除司法、行政等「他律」的機制外，                            

透過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自律」的機制。 

     2.消極面:避免讓人誤觸法網 

        積極面:協助單位貫徹政策，達成預期目標 

     3.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並有利爭取預算 

       （1）國立校務基金管監辦法第6條：各校應訂定內 

                 部控制相關規章，據以建立即為持有效之內 

                 部控制制度，並由校長督促內部各單位執行。 

        （2）私立學校法第59條：各級政府…應參酌學校 

                  健全發展之需要，審酌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 

                 度之健全、辦學之特色等實際情形，明定獎 

                 勵、補助原則予以獎勵、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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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內部控制的組成要素 

 （一）控制環境 

         用以塑造組織之紀律及內部控制之架構
，係其他4項要素的基礎 

1.操守及價值觀(德) 

2.執行能力(才) 

3.董事會及監察人 

4.管理哲學及經營風格 

5.組織結構 

6.權責劃分 

7.人力資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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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風險評估 

1.風險:目標不能達成的可能性 

2.風險評估:辨認及分析風險的過程，
以作為該風險應如何管理之依據 

    (1)風險發生之可能性（或頻率） 

    (2)影響的程度 

    (3)考量須採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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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活動  

    用以確保組織成員確實執行管理階層指令
之政策及程序，其方法大概有: 

    1.適當的職能分工:ex權責分工表 

    2.交易及活動的授權核可 

    3.適當的憑證和紀錄 

    4.資訊處理的控制 

    5.資產和紀錄的實體控制 

    6.執行結果的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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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訊和溝通 
係指將有關之資訊以適時有效之方法， 

予以辨識、蒐集、傳遞予相關人士，使 

其有效履行責任。 

 

1.資訊包括： 

  (1)財務資訊及非財務資訊 

  (2)與營業目標、財務報導目標、守法目標有關之
資訊 

  (3)由內部產生之資訊、由外部取得之資訊 

  目的：幫助內、外決策者做成決策 

  條件：可靠、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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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溝通包括： 

  (1)組織內的溝通：上、下、橫向 

     目的：使員工瞭解— 

     a.主管所交付的責任 

     b.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c.自己的工作與他人工作間的關係 

   (2)組織外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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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監督  

        1.評估內部控制執行成效和品質的過程，包括:  

       （1）持續性監督:係指營運過程中之例行管理           

、監督及員工履行職務所採取的行動， 

       （2）個別性監督:係由內部稽核人員或提供類 

                 似功能之員工或其他人士執行之監督 

       2.管理階層對監督者所提建議應有之作為: 

       （1）迅速評估及檢討所提之缺點及建議 

       （2）決定適當行動以回應建議 

       （3）在限期內更正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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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內部控制之限制與威脅 

（一）內部控制之限制：沒有不花錢的內部控 

            制，也不存在完美無缺的內部控制 

      1.成本效益的考量：3C原則-成本、控制、便利 

      2.僅針對一般事項，而非特殊事項 

      3.情況變遷致原設計制度無法因應 

      4.無法避免人為疏忽、判斷錯誤或誤解規定等 

      5.無法完全排除串通舞弊之可能 

      6.管理階層逾越控制制度之可能 

      7.內部控制之遵行有日久鬆懈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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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控制之威脅 

       1.管理階層漠視內部控制與稽核報告 

       2.接近資產：包括有形資產（現金、 

          有價證券等）及無形資產（重要資 

          訊、空白表單、請購單及支票等） 

       3.流於形式 

       4.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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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內部控制之規劃 

 （一）建立健全的組織結構與職掌劃分 

1.組織系統圖 

2.職掌劃分表 

3.工作說明書 

4.授權規定 

5.獨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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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合理與適切的標準 

        1.標準要合理化 

       2.標準必須明確 

       3.標準必須具有激勵作用 

       4.標準必須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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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健全的會計制度 

       1.適當的文件 

       2.會計科目表 

       3.會計政策及程序手冊 

       4.財務預測 

       5.成本會計制度 

（四）重視人事管理制度：面談、調 
查、 訓練、考核、保證、工作
輪調、休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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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設計有效的制度及管理辦法， 

            並檢討修正 

（六）其他 

1.加強資產安全及保險措施 

2.建立內部稽核制度 

3.利用電腦協助處理資料，防止人為 

   錯誤與弊端 

4.聘請外界會計師及專家檢討改進各 

   種管理辦法 

5.獲取高階主管之重視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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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政府部門內控現況檢討 

 一、強調防弊，忽略興利，導致競爭力未能有效 

        提升 

二、過多與過時之控制，導致行政效率低落 

三、內控觀念認知不清，難以發揮應有之功能 

四、部分控制之分工，違反職能分工原則，難以 

        防杜弊端之發生 

五、內部監督系統未能整合，難以有效發揮監督 

        功能 

六、內控自評報告尚未於決算表達，有違治理透明 

        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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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國立大學常見內控缺失 
一、畢業班停課期間,教師未有授課事實仍核發鐘 

        點費 

二、辦理招生事務工作所支給之工作酬勞,與支給 

       要點規定不符 

三、未有輔導學生之事實,仍發給導師費 

四、發給獎勵金、至他校兼課交通費、工作費等, 

       無適法依據 

五、學校虧損,仍發給編制人員法定待遇以外之給 

       與及進用編制外人員 

六、取具不實單據、浮報人事費、謊報出差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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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讀生工讀與上課時間重複、工讀時數與工 

       讀金無法勾稽 

八、邀請國外專家學者已支給生活費,又另支給演 

        講費等其他報酬 

九、學校場地供基金會使用或放置提款機、販賣 

       機等,未依規定計收租金 

十、與廠商簽訂委託經營合約,依合約應由廠商負 

       責之費用,卻由學校負擔 

十一、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同一施工 

       地點短期間內分批購料、施工,不符常規 

十二、工程糾紛經判決後,未取得債權憑證‚致債 

       權未獲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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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採購案僅由會計人員監辦,未派有關單位人員 

十四、開口合約之執行,未隨時注意核銷金額是否已 

            超過契約金額 

十五、未經事前核准或採購程序即進行採購 

十六、財產或物品之財產帳、會計帳、盤點結果不符 

十七、未定期抽查銀行存款及核對差額解釋表,致公 

           款被侵占或挪用 

十八、款項未撥付受款人,無法明確劃分財務責任 

十九、採購1萬元以上且耐用年限2年以上之財產,未 

           登錄財產 

二十、銀行存款未妥善調度運用,致損失利息收入或 

            增加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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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