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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小学校财务内控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于 宁

（青岛西海岸新区实验小学，山东 青岛 266400）
摘 要：随着中小学财务管理工作日益深化改革，财务内控制度的综合效应日益凸显，对中小学财务工作开展具有较大意义。将中小

学财务管理与财务内控制度进行融合分析、科学协调，对提升财务管理水平意义非凡。本次研究以中小学校财务内控制度为主，结合存在

问题提出具体优化措施，为中小学全面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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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阶段有关中小学校财务内控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相对

研究较少，基于该问题现状，要求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其进行分析研

究，如强化财务内控制度重视程度促进水平提升、科学合理设置财

务岗位全面强化制度开展、提升管理人员专业能力优化内控制度完

善等。本次研究对中小学财务内控制度的完善优化方法进行阐明，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2 财务内控制度建设重要性
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已经处在攻坚阶段，从企业到事业单

位都在提升自身财务管理能力。中小学作为国家基础教育保障，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当下中小学财务管理创新及发展层面分析，完

善财务内控制度及开展建设至关重要。财务内控制度建设不是单一

片面的简单流程，而是更为科学合理的系统布局，需对中小学自身

运行能力及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对制度内容进行结合性设计，这样

才能够起到促进发展及提升财务管理水平的作用。财务内控制度建

设重要性如下：第一，对财务管理及会计预算的标准性构建十分关

键。通过对财务内控制度进行建设，将预算管理、财务审计等工作的

规范性、标准化进行呈现，规避以往的财务漏洞及安全隐患。第二，

提升资源配置及成本控制，对过度的消耗问题进行一定控制。通过

财务内控制度建设，完善各成本消耗及资金投入的管控效能，起到

细化分析、量化控制的作用。第三，有效避免贪腐及人为暗箱操作等

情况发生。内控制度强化制度执行与机制监督，将各种涉及财务问

题及因素进行规范控制，将以往人为造成的安全隐患、贪腐情况等

进行预防、威慑。

3 财务内控制度存在的问题要要要以 A小学为例
3.1 缺乏对财务内控制度重视程度
A小学在发展中逐渐形成自身完善的财务管理体系，但通过对

其进行分析后发现，A小学财务内控制度方面依然有待完善，主要
是对财务内控制度重视程度不够，缺乏主体战略意识及发展思维，

不能将财务内控制度的实质性、功能性进行体现。首先，管理者对财

务内控工作及环境层面缺乏分析，不能从本学校实际环境及发展需

求上对财务内控制度进行设计，造成内控制度形式化较为严重，缺

乏时效性。其次，管理者对财务内控制度在财务管理中的作用发挥

不明确，缺乏掌握应用及工作执行。单一的认为财务内控制度无非

是框架内容，不能在实际财务管理中发挥监督执行作用，这种片面

思维也导致财务内控制度建设艰难。最后，工作人员对财务内控制

度关注度不够，不能将财务内控制度与自身利益进行关联，在财务

预算、核算及审计中多为应付性，缺乏标准化[1]。
3.2 管理岗位缺乏科学合理设置
本学校财务管理工作存在问题主要在于财务内控制度缺乏，现

有制度内容及管理条例过于传统及形式化，造成其效果不佳。其中，

管理岗位设置不科学、不合理也是其主要弊端之一。如会计岗位、出

纳岗位、资产管理岗位等都缺乏有效地制度监督、执行控制，岗位设

置上过于主观随意，缺乏细化分析、量化考虑。例如本学校会计、出

纳及资产管理岗位存在模糊界限，很多岗位都由一人负责，对各管

理权限及责任不能进行分化设置，造成财务管理过于集中，容易造

成人为风险及问题发生。同时，部分岗位在设置上缺乏科学保障，岗

位职责与专业能力不匹配、不协调，例如部分非财务管理专业人员

如果上任该岗位，将会对预算、核算、资产、出纳等相关工作的有序

开展带来一定阻碍作用。因此，强化岗位设置是完善财务内控制度

的重要任务。

3.3 财务内控管理人员专业能力有待提升
通过对本学校进行分析后发现，财务内控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及

专业能力对制度建设、完善影响颇大。本校财务内控管理人员整体

专业性不够，部分管理人员并非财务、内控等相关专业人才，另一部

分管理人员是通过外部招聘进来，但其自身工作经验相对较为匮

乏，这样就会导致后期财务内控工作开展的时效性、功能性减弱。财

务内控制度执行监督效能不够，如管理人员对财务制度、条例等认

知不足，无法与其工作内容进行融合，制度条例成为形式摆设。如部

分工作人员对专业知识应用了解不深入，对会计工具、云计算、相关

信息化等软件技术不能够准确应用，如管理人员岗位意识缺乏，职

业素养有待提升等。

4 优化中小学校财务内控制度主要途径及方法
4.1 强化财务内控制度重视程度促进水平提升
本校应从战略发展角度出发，对财务内控制度建设目标、方向

等进行明确。对原有财务内控制度进行完善，这样才能起到实质性

推动作用，具体方法如下：第一，管理者应提升对财务内控制度的重

视程度，将以往制度中的漏洞及不足进行弥补。结合时代发展下的

中小学财务制度改革，以国家教育财务管理指导为创新标准，对财

务内控制度进行优化创新。以促发展、保教育、提效益的发展方向完

善财务内控制度建设。第二，管理者将财务内控制度进行继续深化，

将制度建设构建在实际财务工作开展中，包括财务预算、财务核算、

财务审计、财务出纳、采购管理、资产管理等，将制度融入到诸多财

务管理工作中去。并做好相关执行监督工作，将财务内控制度的时

效功能进行体现，全面助力本校财务管理新局面发展及提升财务管

理水平。第三，做好基层工作人员培训及指导工作，使其懂得将自身

利益与财务内控制度紧密相连，严格遵守各种制度与监督执行，为

提升自身利益及本校效益奠定基础[2]。
4.2 科学合理设置财务岗位全面强化制度开展
在财务制度完善过程中，本校一定要从岗位设置、岗位设计、岗

位考核等层面入手，将本校财务岗位标准进行合理设置，在提升岗

位功能的同时完善制度内容与相关工作开展。首先，对会计、出纳、

资产管理等岗位进行重新配置，将管理权限及工作责任进行分化，

构建独立的岗位管理与执行权限，将预算、核算、出纳等岗位进行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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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分化。对各岗位管理制度与关联机制进行内容完善、创新设计，以

执行监督为主强化预算管理的精准性；以评价审核为主提升核算工

作；以跟踪监督为主巩固出纳流程等。其次，从专业层面对各管理岗

位进行制度完善。在制度完善过程中，必须要以保障财务工作的专

业性为主，将工作人员素养与技能进行体现。制定岗位考核机制，通

过定期考核与能力测评，使得岗位人才及功能能够得到最大化发

挥。最后，从本学校发展层面入手，对岗位制度内容进行创新完善，

如静态岗位监督转变为动态岗位监督，财务信息数据应用机制等[3]。
4.3 提升管理人员专业能力优化完善内控制度
首先，从工作人员岗位素养及专业能力入手，提升财务管理工

作人员综合素质，主要以思想理念创新、会计工具使用能力为主，培

养财务管理人员的战略布局思维，将传统财务管理理念向多元化管

控思维转型。如资产管理思维、采购管理意识等，这些都需在日常培

养中进行诠释、贯彻。同时，对各财务人员专业技能进行培养，锻造

工作人员专业精工、专业应用的观念能力。如大数据分析技术、会计

电算化、云共享技术等，对采购及资产管理层面可快速进行植入性

开展。其次，从体系及制度上进行完善，优化财务管理所涉及层面，

最大限度提升本校经济效益及成本效益，盘活固定资产功能并提升

采购效率，将具体制度与内容进行完善、设计，保障本校财务管理工

作顺利开展[4]。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小学校财务内控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

行分析研究，主要包括：强化财务内控制度重视程度促进水平提升、

科学合理设置财务岗位全面强化制度开展、提升管理人员专业能力

优化内控制度完善等。将财务内控制度在本校发展中的价值体现进
行阐明，为日后中小学发展壮大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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