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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现代化农业是农业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农业产业升结构、提质量、强标准的趋势给农业上市公司提出了更为严格的经营

要求。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农业上市公司必须改善生产经营、加强

企业管理、提高竞争力。然而，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近年整体经营状况不佳、风险

管理不到位，持续发展能力较弱。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业上市公司内

部控制不到位，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因此，如何找到农业上市公司在内控设计

和运行中存在的薄弱点，进而改善其内部控制状况，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是农

业上市公司亟需解决的问题。该如何判断公司的内部控制是有效的？又如何发现

内控存在的薄弱环节？直接又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对公司内控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可以根据公司业务及特点建立适合其自身的内控评价体系，客观评价内控的有效

性。经评价，可以及时找到公司现有的内控薄弱点及缺陷，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整

改措施，使企业的内部控制得到改善，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首先对国内外有关内部控制的研究成果进

行了梳理，明晰了内控有效性的相关概念，介绍 COSO2013 框架、控制理论、委

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及在本文的运用，并搜集阅读了我国出台的内

控相关制度规范，为后文的进一步研究做好铺垫。其次，将农业上市公司 N公司

作为研究对象，描述并分析了 N公司内控运行现状及评价状况；然后，遵循内控

体系构建原则，将 COSO2013 框架的五要素及 17 项原则作为指引，结合 N 公司

实际情况和特点选取了 28 个具体的定性评价指标，再选取具有关键代表性的财

务指标作为定量评价指标，建立了 N公司内控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

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确定指标的评价值；最后，通过对 N

公司内控有效性的综合评价，发现 N公司的内部控制基本完整有效，但仍然存在

薄弱环节及不足之处，以此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建议。

关键词：COSO2013 内部控制 有效性评价 层次分析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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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e has always been the party's and state's main priority,modern

agriculture is the growth path of future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the trend of

upgrad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improving efficiency, and

strengthening standards has placed stricter management criteria on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To fulfill the standard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must boost quality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ir corporate

management and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in the recent past, the overall operating

conditions of my country's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have been low, with such a

limited capacity for long-term growth.Retrieve the causes of the issue,to a great

degree, this really is due to the absence of internal control in publicly traded

agricultural companies,defects come in various degrees.As a result,how to shoot holes

in listed agricultural companies' internal control design and function in order to

maximize internal control,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must address an urgent

problem: ensuring the company's long-term and healthy sustainability.How would you

say if a company's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is working?How can you perceive the

weak spots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Inspec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mpany's internal control is a straightforward and effective alternative,guess it

depends on the existence of the company oper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it has the

ability to set up its own intern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scheme,assess the

efficiency of internal controls In a scientific sense.After an investigation, the firm's

existing internal control vulnerabilities and shortcomings can be identified in a timely

manner,and take targeted corrective steps,improve the intern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roup,provide assurance for the enterprise's production, service, and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The techniques used in this article are a blend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

ve.First, the study findings on internal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are sorted,clarified principles relating to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the COSO2013

structure, control theory, including principal-agent theory are all addressed,i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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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article, we will introduce the quality payment of these theoretical foundatio

ns and how they are applied, and also some collect and read the internal contr

ol system norms provided by our region,make preparations the groundwork for

future experiments.Second, utilizing N compan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haracte

rize and assess the current condition and evaluation status of N company's inte

rnal control process;Then, by using concepts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construc

tion, instruct the COSO2013 framework's five elements and 17 principles,combi

ning N company's current cond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28 qualitative assessment

metrics were chosen,then, as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metrics, utilize central an

d representative financial indicators,N corporation internal control efficacy was

evaluated using an index method,use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to Comput

e Index Weight, and the fuzzy systematic evaluation method to estimate the in

dex's evaluation value;Finally,following a proper evaluation of the reliability of

N company's internal control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N company's internal c

ontrol is near completion and accurate,however, based on this, there are still w

eak ties and flaws,in a targeted manner, this article provides corresponding enh

ancement recommendations.

Keywords：COSO2013；Internal control；Efficiency evaluation；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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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内部控制是企业预防内部风险，有效提升内部管理水平的主要方式，深刻影

响着企业的经营发展。内控体系不健全导致近年来财务舞弊、造价造假事件常有

发生，农业类企业尤为显著。不论是早期发生的蓝田股份、绿大地、万福生科的

事件还是近期的獐子岛等事件，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涉事企业内部控制环节薄弱，

不能有效结合设立和实施内控体系的两个阶段。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的高

速发展，许多不良的经济现象和管理问题也日渐暴露。因此，越来越重视对于内

控体系的研究与完善。

COSO 委员会关于内部控制的框架有 1992 版和 2013 版，相对于原框架，201

3 版新框架更强调原则性，对内控标准予以具体化，更有利于企业对内控的评估。

2017 年，COSO 又发布了关于风险管理的整合框架，此框架研究侧重点是风险管

理与战略绩效。相比国外，我国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起步较晚，有关的国家政策

法规也是较晚出台的，但是发展速度较快，我国于 2008 年起，先后发布了《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在 2011 年，中注协又出台了《企业内

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该意见对于降低企业审计风险，增强审计效率有指

导意义，得到了各上市公司的纷纷落实。2018 年，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合

规管理指引（试行）》，该指引为央企开展内部控制与合规管理的提供了理论指

导。

农业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解

决“三农”问题、助力脱贫攻坚的根本举措。农业上市公司面临机遇和挑战，急

需要提升核心竞争力、摆脱落后的管理效率，加强内控体系建设。N 公司是一家

农业上市公司，于 1999 年成立，以生产农作物种子为主要业务，如小麦、胡麻、

大豆、玉米等，拥有 12 家分公司，是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之一，发展

较好。但是该公司 2017 年内控被出具否定意见，该事件给 N公司敲响了警钟，

作为农业上市公司，要想持续经营，降低风险，必须完善内控，保证内控有效。

随后 N公司采取了一系列内控整改办法和措施，整改后近两年的内控效果有了明

显改善，但是还是存在被上交所出具问讯等一系列书面警示事件，认为其内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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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还是存在薄弱点，那么该公司改进后的内控是否真实有效呢？带着这样的疑

问，本文以 COSO2013 框架为基础，将其五要素及具体的十七项原则为建立指标

依据，并结合 N公司特点及内控现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相关研究方法针目

前 N公司的内控有效性进行评价。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研究，国外的研究理论相对而言更成熟，凸显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国内在有效性评价的研究方面，理论不够成熟，与实践结合度不

高。因此，本文通过对选取案例的研究，首先拓宽和丰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有效

性的案例研究范围。其次，将COSO2013 框架作为构建指标的主要依据，以其具

体的五要素及对应的具体原则为指引，综合考虑案例公司所在行业的特殊性及公

司具体情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为同行业其他企业内控有效性评价体系的构建

提供了思路；同时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得到综合评价体系，通过研究证

明该研究方法是可行的，为其他研究者使用提供了实操性检验，使得评价结果更

加科学、全面、客观。

1.2.2 实际意义

我们进行内控有效性评价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企业趁早发现内控的漏洞，替企

业把脉、开方、抓药去病，让企业价值最大化。现实意义重大，具体如下:

（1）本文以 N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为个案进行研究，分析 N公司内控状况，

从中发现该公司内控制方面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面临的风险，找出漏洞，更好

地为企业发展提出合理建议；其次还将增强案例公司管理层的内控意识，促使其

完善企业内控制度，为确保 N公司今后经营效率，保证公司运营合规守法，推动

持续发展，实现企业预期经营目标，同时期望能够给大量企业管理者开拓内控建

设思路，为行业其他企业内控体系建设和完善、实施提供参考。

（2）着实有效的内控评价体系不仅能保证企业自身稳定，增加财务信息真

实有效性，还能起到保护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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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1.3.1 国外文献综述

（1）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

MNGladrey&Pullen 会计事务所（2002）与 KPMG 会计事务所（2003）出具的

两份报告对提升内控有效性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Michael G.Alles et al（20

03），内控系统有效性表现在控制系统能否信赖，准确度的高低，加分是否明确。

NoorDin（2007）的研究：在完整的授权程序、人力资源管理、记录准确、详尽

的工作手册、全面监护系统，岗位互相监督、分工明确等方面的成熟度体现内控

有效性。Annukka Jokipii（2010）通过权变理论，通过调查问卷对七百多家公

司的内控进行了调查，从是否尊法、可不可以及时有效披露信息，将内控有效性

定为管理层了解企业内控目标进展情况方式。William R（2011）认为企业内控

有效性的实现需要一个漫长过程，是推进企业各项目标实现的综合信息管理过

程。Tommie Singleton（2012）认为，归根结底，内控有效性说的是内控政策，

只有合理决策、融合监督报告，才能发展。

（2）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标准的研究

作为起初专门研究内部控制的报告，COSO（1992）明确了有效的内控应当是

能够帮助企业实现效益最大会，降低影响企业日常活动的风险，加快组织目标实

现进度，保障财务信息真实可靠。Curtis 和 Faye（2005）提出了有效的内控应

当是都包括这几个方面：员工可靠、忠诚度高、职能明确，监督程序完善。Jok

ipii（2008）认为实现企业目标可结合内控有效性。Cendrowski（2015）认为 C

OSO1992 框架涉及的组织活动范围不够全面、具体，没有特别强调管理者的重要

性，对内控如何实施没有提出明确的办法。Jaspreet Kaur et al.（2016）认为

要想使内控系统完整有效，那就要包含战略、评价、激励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3）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Theresa（2012）与 Steven（2012）的研究，表明一个企业内控有效性受企

业管理者认可的激励制度、管理者的薪酬合理度这两方面影响。Dumitrascu Mi

haela 和 Savulescu Iulian（201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治理与内控是巧妙

结合、互相影响的一个整体；Alsam（2014）认为公司股权的设置对内控有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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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高管层所持股权占比越大，整体决策效率就越低，内控有效性越差，限制

性股权的影响最大。Daniel Manurung（2015）认为组织对员工欺骗性承诺对内

控有效性影响显著，这种行为不利于公司控制环境的建设。Azhar Susanto（20

16）认为信息化程度越高，公司内控有效性程度越好，公司应将内控制度注入会

计信息系统建设，为决策提供更高质量会计信息。Kanagaretnam（2016）个人主

义和避嫌原则、权力距离与内控有效性成反比。Seon Mi Kim & Yura Kim（201

7）经过案例研究发现，市场竞争越激烈，公司内控建设越缓慢，内控有效性减

弱，信息化程度也会受到影响。Chun li Liu etal（2017）通过论证研究内控与

有关的员工的关系，发现企业内控有效性与内控有关员工的综合素质正相关。K

anthana Ditkaew（2018）运用泰国工业企业经营数据，核算成本管理质量对于

内控有效性和可靠性决策的影响，得出成本管理质量与内控有效性和决策可靠性

成正比。Yu-Tzu Changet al.（2019）探讨了内部审计属性对内控的有效性和合

规性的影响，研究结论论证了优秀的内审团队可以提高业务能力及公司内控质

量。

（4）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的研究

有关内控评价方法的研究，代表性的有 COSO 委员会（1992）主张以内控五

要素为基础，将每个要素的关键内容整合运用到内控中，运用可操作的方法对内

控进行评价。毕马威(KPMG)关于就如何进行内控有效性评价提供了方法建议，并

说明了内审人员的工作要求。SungSikHwang（2008）为了研究控制环境对内控有

效性的影响，采用层次分析法给指标权重赋值。Thomas Wyatt（2010）对三千家

公司内控执行情况综合运用回归分析和描述性统计研究得出有效性与管理层有

关，管理目标会影响内控有效性，正相关，管理层起决定性作用，当中十分之一

的公司内控无效。

关于内控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代表性的有 Schwartz（2006）将企

业具体业务应用到指标构建中，构建以成本效益为基本原则的内控有效性评价指

标体系。JosephM（2012）通过研究 33 家上市公司的年报，这些公司都在加纳证

券交易所上市，通过把具体的五要素设立为一级指标，接着选取与五要素对应的

内控事项作为二级指标，有 25 个。然后依据这些事项情况得出了有效性评价值。

Hossain M et al.（2015）把 COSO 报告的核心内容作为研究基础，设立了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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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又细分了 62 个二级指标，涵盖公司制度涉及、业务运

行、跟踪反馈等各个方面。

1.3.2 国内文献综述

（1）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

陈汉文、张宜霞（2008）区分了有效的内控和内控的有效性两个概念，指出

内控的有效性是指组织的内部控制能够对公司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多大范

围的保障。樊霞（2011）将内控有效性理解为设计和运行两方面的有效，两者相

互作用，都为达到规定的目标。李心合（2013）也认同内控有效性包含设计的有

效性和运行的有效性，要确保内部控制有效性则必须要科学合理地设置和处理内

部控制五大因素关系。石颖（2014）进行一系列实证分析，得出内控有效性体现

为一种保障程度，这种保障涉及公司营运、决策、信息披露等各方面。赵保卿（2

019）认为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一个动态概念，对内控有效性进行研究应该采用

科学有效的方法程序从动、静两方面去评价和分析。

（2）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标准的研究

张宜霞（2009）认为可从不同切入点和评价方法意内控框架作为标准评价内

控有效性。谢晓燕（2010）学习他国经验，以五要素研究基础上着重研究财报。

张兆国、张旺峰和杨清香（2011）认为要以内控目标为导向，结合客观条件和保

证程度构建内控评价体系。方红星、陈作华（2015）认为企业风险管理做得越好，

内控越是有效。叶陈刚、裘丽和张丽娟（2016）研究认为财务状况的好坏对评断

内控有效性十分重要。周美华、林斌和林东杰（2016）则认为公司是否存在贪腐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内控有效性。以上学者主要是以具体的行为效果作为内部控

制有效性的评价标准。

王晓娅（2016）认为内控评价标准是由内控内容出发的过程评价和从目标出

发的结果评价去衡量的。刘月升、郑石桥（2017）的研究表明，内控评价缺陷对

于执业人员专业能力提出高要求，标准难以统一。对外披露时，应同时披露内控

评价标准和内控缺陷标准。

（3）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陈鹏、周红云（2016）认为高管人数规模、性别磁力、具体领导权力和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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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职能划分与内控有效性负相关。许瑜、冯均科和李若昕（2017）通过实证研

究验证了媒体监督的作用，发现媒体关注度与内控有效性正相关。蒋燕、陈永丽

（2017）过度投资会导致内控失效、内控缺陷增加。梁海文（2018）认为履行社

会责任与内控有效性相关。于雅萍、姜英兵（2019）研究认为员工股权激励有益

于内控更加有效，可以激励员工良好沟通，形成良好内控环境，实现企业经营目

标和内控战略目标。周丹、邹能锋（2019）研究公司治理与内控有效性的关系，

发现内控有效性与公司治理中包含董事会规模、股权集中度成反比，与独立董事

人数、高管薪酬成正比。马桂芬（2020）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和内控有效性之间

的关系，结果表明：股权激励的力度越大，内部控制有效性也越高。李春霄、范

小红（2020）认为公司高管层对组织内部的控制力、监事会开会频率、内部政策、

评价风险、监督管控力度等，均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产生影响。

（4）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的研究

关于评价方法，内控有效性主要从定性、定量、两者相结合几个方面入手。

张先治和戴文涛（2011）认为应运用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实现综合、全面的评

价内控有效性。刘娜、李成（2015）基于内控的五要素，使用离差最大化赋权法

来评价公司内控有效性。孙惠宏、龚艳群和吴云飞（2016）把内控制度设计、运

行情况，现存风险利用计算机技术巧妙结合。熬慧、郭彩虹（2018）在熵权法将

使内控目标实现的基础上构建内控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岳媛（2019）利用详

细评价、简单易操作，去评价内控有效性，有利的控制了风险。

在指标体系构建方面，骆良彬、王河流（2008）从内控“五要素”出发，构

建形成了 42 个具体指标的评价体系。张先治、戴文涛（2011）分为主要目标层、

准则层面、实施方案层面三层建立了内控评价体系。宋文阁、荣华旭（2013）出

于内控的评价体系包括设计构思过程、讨论执行过程、反馈修正总结过程。黄金

海（2015）评价我国农信社内控有效性的研究是以平衡积分卡为基础，从财务、

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评价的。王学莲（2016）提出的内控评价

体系是基于风险管理的。石泓、苟红岩（2016）以内控的五要素为一级指标的基

础上，结合证券公司特点建立起二级和三级具体评价指标。于雅萍、姜英兵（2019）

依据五要素，从控制环境、会计控制、管理控制、监督控制、风险评估五方面建

立内控评价体系。谭玉林（2019）主张内控研究应以原则性为基础，对内控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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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标进行了细分，确定了细分目标的评价指标，构建起评价指标体系。

1.3.3 文献评述

本文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归纳整理，发现国内外的学者们在内控有效性的研究

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各自又具有其独特的地方。从时间上来看，国外

对内控有效性的研究早于我国。从实践操作来看，国外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重视内部控制相关的案例研究，对我们当前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虽然相对较晚，而且前期研究是以理论为主，但是

我国内部控制的相关制度规范接连出台，关于内控的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实

务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国内外学者对内控有效性的整体观点是其包括

内控设计的有效性和运行的有效性。在界定评价标准上，国外研究者界定的标准

更加详细化、成本效益化，而我国学者更多是以企业内控行为是否符合制定的行

为准则去衡量其内控的有效性。在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方面，国内外的

研究都在不断具体化、精准化，得出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因素不仅包含组织内

部因素影响，还包括市场及社会环境因素。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不断创新内控评

价方法，经整理，主要是三大类：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在评价体系的建

立上，学者们主要以五要素和内控目标出发建立的。

虽然我国对内部控制有效的相关研究均取得了阶段性进步，但对内部控制运

行层面的研究仍较少，而且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较为复杂，因内部控制问题导

致企业不能持续发展的事件频频发生。所以如何结合我国企业的特点及发展状

况，建立科学适宜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合理的评价方法研究和发现企业内部控

制存在的薄弱之处，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通过上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归纳整理，鉴于 COSO2013 是其委员会

目前为止最权威、最规范的专门研究内部控制的框架。所以本文以此框架为相关

理论基础，以其内部控制五要素、17 项基本原则为评价指标的设立依据，构建 N

公司内控评价指标体系，从定性定量两方面进行综合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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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1.4.1 研究内容

本文分为七个部分进行研究，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系统归纳国内外有关内部控

制的研究成果，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首先对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内控核心概

念予以阐释，然后介绍了 COSO2013 框架的主要内容，并说明选取该框架作为本

文相关理论指导的意义及必要性，阐述了委托代理理论和控制理论，这些理论基

础为后文评价指标的选取均提供了指导意义。

第三部分：N公司基本概况及内部控制现状。对 N公司主要业务、组织结构、

目前经营状况等基本概况进行说明，然后利用 COSO2013 框架的五要素分类对 N

公司被出具否定意见并实施整改后目前的内控现状进行了描述，并对 N公司内控

评价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不足并说明 N公司很有必要设计一个完整具体的内控

评价体系。

第四部分：N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指出本文构建指标

体系的原则；然后遵循原则，基于 COSO2013 框架，结合 N公司自身特点和情况，

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再将二者的结果综合，建立了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出具评价标准。

第五部分：N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首先对本文的数据来源及样本整理进行

了介绍。然后基于第四部分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对五要素及

28 个具体评价指标进行权重赋值及一致性检验，再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将定

性指标定量化，得到评价值；再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财务指标，对其确定权重与计

算，得出定量评价值。然后将定性与定量各自的评价结果结合，予以综合评价，

得到评价结果并对此分析，发现 N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薄弱点。

第六部分：改善 N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根据第五部分对 N公司

的综合评价结果及薄弱点分析，本部分对 N公司提出了具体的改善措施。

第七部分：研究结论与不足。首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说明，然后结合实

际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不足，希望未来还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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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涉及四种：

（1）文献研究法。本文通过阅读和整理内部控制相关资料，就国内外有关

内控有效性及其评价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归纳，做好后文研究需要运用参考的理

论基础学习。

（2）案例研究法。在做好内控理论储备之上，本文以 N公司为研究对象，

建立适用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的评价方法对案例公司的内控进行研究和有

效性评价，发现问题并提出改善建议。

（3）问卷调查法。本文通过咨询相关业内专家设置调查问卷，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案例公司及有关部门发放问卷，并通过专家打分的方式完

成，通过将收回的问卷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确定各指标权重，为后文评价结果

提供数据基础。

（4）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本文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法均予

以运用，避免了单独使用一方的局限，使最终的研究结果更加科学、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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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公司治理、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控是随经济发展，

为了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升经济效益不断完善发展的。ASB 在 1972 年所做的

《审计准则公告》中提出：内控是企业运用自身各方面资源建立能够满足企业经

营管理、符合自身需要，可以对自身进行约束管理的程序方法。内控有效性与设

计复杂、简易程度有关。内控经营管理者和员工鉴于企业发展内外部形势和环境

制定的提升财务报表可靠程度，改善经营效率，实现目标的措施和方法。

内控的实质就是一项企业内部包括治理层、管理层和普通员工在内，合规、

安全、高效、真实、稳健为其目标的自我管理活动。

2.1.2 内部控制有效性

公司治理结构、企业文化、股权结构等因素都会影响内控有效性。内控有效

性包括设计和运营有效性，要帮助企业实现五大目标，严格运行。一是企业运营

要合法、守规，履行责任和义务。二是财务报告和相关信息要真实完整。三是经

营目标，要确保实现经营效率与效果。四是战略目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战

略规划要有全局性和长久性，保持长期竞争优势，保持持续发展。五是资产安全，

资产运行周转正常，数量完整，无价值损失。

总之，内部控制有效性是企业所制定的内控制度对企业运营过程中实现各种

目标的保证程度，是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关键。

2.1.3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是组织责任主体如董事会等掌握公司权利的部门，对公

司内控情况予以评价的过程。通过综合性评价，得出结论再予以分析，并形成评

价报告。内控有效性评价的实质是衡量和确认企业为实现目标采取的一系列控制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N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研究

11

活动，能够满足需要，实现目标，则我们说内控有效。衡量风险在采取措施后能

否减弱可以说明内控有效性。企业内控评价还是主要以五个要素，详细针对内部

控制设计的评价，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能否遵循了科学原理、规范制度指

南；二是做到没有遗漏，认真设计每一环节；三是设计要实用，符合企业需要。

关于内控运营从如何运行、有没有让有权限人员执行、人员能力是否匹配、控制

活动能否长期保持来了解。

2.2 理论基础

2.2.1 COSO2013 内部控制整合框架

COSO2013 框架的核心是内控的五要素，其中控制环境是可以视为企业自身

用来实施其内部控制掌握的基础条件，因此可确定企业内控的整体动向，直接影

响到员工的内控意识，是另外四要素的基础；风险评估是企业经营活动中有效识

别和分析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由此制定相应对措施；控制活动指一系列助于管

理决策的控制活动的手段和措施，各个主体广泛参与，遵循方案中设置的规则和

要求，有效应对、规避风险；信息与沟通涵盖互相传达企业内部信息、及时获取、

处理企业内外部信息，由此管理者可完整、有效地了解企业自身内部控制实施过

程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并及时修正内控体系设置，保证科学决策；监督是内控

活动全过程。内控的五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结合起来组成了完整的内

控系统，实现内部控制目标。COSO2013 框架的五大要素分别与其具体的原则相

对应，共有 17 项。

COSO2013 内部控制框架与旧框架比较，最大的进步是新框架明确了其以原

则为导向，从内控内容上对内部控制框架进行了提高与优化，以“要素——原则

——关注点”为核心内容，与原框架相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设计、实施、评价

与把握内部控制体系。内控越有效，公司的生产、营运等能力强，组织目标的完

成越高效。COSO2013 内控框架对于企业建立和完善自身内控体系起到了指导性

作用，企业依据该框架的原则性要求，能更明晰要做到内控有效应涵盖的范围领

域，要降低可以避免的种种风险。新框架对于内控的有效标准提出了要求：首先

各要素及其所对应的各项具体原则应存在，并且能够保持有效运行。其次是五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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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共同组成一个整体共同运行。

鉴于 COSO2013 框架与风险管理框架相比，其重点关注的是企业内部控制建

设，与本文的研究主题相切合。所以，本文以 COSO2013 框架为研究基础，为后

文将内控的五要素和 17 项基本原则与案例企业自身特点结合进一步构建评价指

标体系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2.2.2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的实质以 “两权分离”为基础，主要是就经营管理权的归属

问题产生不一致观点。所有者能够委托经营管理者，受所有者委托，对其负责。

企业内部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管理层与员工之间都存在这种关系，各取所需，各

自负责。内控制度用来平衡委托代理关系，提供保证，维护各自利益、约束不当

行为。委托代理理论包含公司治理与内控，以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为基础，二者

共同决定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和发展进程。委托代理问题是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

计的要素之一。由此可见，本文在建立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时，在企业

高级管理层和员工之间产生委托代理问题。一般情况下，从企业高级管理层和企

业员工，即委托方和代理方明显的利益冲突出发，结合委托方高级管理层的力量，

通过设计内部控制体系或者借助高级会计师的力量，做到对企业的财务数据精确

掌握，对财务状况的客观了解，最终实现企业控制报告的独立性，使得高级管理

层和员工的经济利益冲突得到有效的解决，尽可能的预防财务舞弊等问题的出

现。因此，委托代理问题是企业内控制度设计的要素之一。

N公司内控评价可以起到监督改善作用，保证企业目标实现。本文的内控评

价体系的理论依据是内部控制五要素，各指标的具体评价内容都是如何更好的管

理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如权限及职责分配、不相容职务分离、授权审批控制

等。

2.2.3 控制理论

著名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提出控制论，这也为内部控制的发展开创了新

里程碑。在该理论中，“控制”是为了改善受控对象的现状不断获取相关信息，

并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和使用，从而得到对研究对象有力的信息，达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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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研究对象的作用。可见，信息的准确有效是控制的基础，同时任何对研究对象

的有效控制都有赖于信息及时合理地反馈。

在内控评价中，企业需要不断获取和使用组织内外部相关信息，所以获取及

时有效且高质量的信息是保证内控有效性的基础。控制理论的主要目标是，通过

有效地控制信息，保证信息质量及信息在各主体间传递的高效性，使管理者能快

速获取有效信息，及时制定决策，规避风险，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

N公司在组织管理方面、业务活动、组织内外部沟通等方面等都具有多样性、

复杂性，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是保障企业实现平稳发展的动态调节过程，是控制论

的具体体现。评价 N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主要的目标是为了发现公司内控薄弱

环节，加以解决完善，行之有效。因此，本文具体内容中的定性指标等层面均有

控制理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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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 公司基本概况及内部控制现状

3.1 N 公司基本概况

3.1.1 公司简介

N 公司是一家农业上市公司，于 1999 年成立，2001 年于上交所上市，总部

在北京，旗下有十二家分公司。公司的主营业务活动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

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农产品品种的开发；农业技术的研发等。公司以生产农作物

种子为主要业务，如小麦、胡麻、大豆、玉米、菜籽等；同时也从事农药、化肥

等贸易。N公司作为我国农业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在育种、繁种、推种等业务

活动中，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力。目前，N公司旗下部分子公司已多次获得我国种

业信用骨干，也带动了其他种子企业的不断进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公司目前已有多个种子商标获得国家驰名商标，代表性的有“地神”、“禾

盛”、“天泰”等。2015 年，N公司已取得小麦种业排全国第一、水稻种业局全

国第六的佳绩，在中国种业企业中稳居前五，已成为推动中国现代种业发展的重

要力量。未来，N公司将继续秉承“品行现代农业，振兴民族种业”的使命做好

农产品种子研发，把好质量关，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进程。

3.1.2 公司的组织架构

N 公司的组织架构较为完善、科学，具体分为 4层，分别是：股东大会、董

事会、总经理、各控股子、分公司。股东大会拥有者公司的最高权利，股东大会

对公司关键事务的决定负责，并有着监督董事会、监事会的任务。董事会有义务

向股东大会说明公司财务报告被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在总经理层级下设

立了具体的 12 个部门，其中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部承担着内部控制评价的组织

和执行职责，对公司存在的高风险领域进行识别于评估。N公司组织架构图 3.1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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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N 公司组织架构图

3.1.3 公司经营情况

N公司2019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总资产达到308844.59万元，总负债97279.6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11564.99 万元。相比于 2017 年总资产报酬率、销售净利

率、营业收入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均为负值，公司近两年通过不断完善内部控

制建设，优化内控环境，开展内部控制工作，经营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N公司

近三年年年度综合能力指标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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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N 公司 2017-2019 年年度综合能力指标

财务指标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盈利能力

总资产报酬率 -11.19 2.27 4.75

销售净利率 -10.25 1.60 6.32

净资产收益率 -15.56 2.23 4.56

偿债能力 速动比率 0.95 1.03 1.14

资产负债率 79.12 69.34 66.68

营运能力 应收账款周转率 0.73 1.59 5.57

总资产周转率 0.38 0.56 0.75

发展能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 -12.41 -10.87 49.02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

3.2 N 公司内部控制现状

N 公司以《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应用指引为参考，制定了内部控制

体系，该体系涉及公司业务活动广，制度层面也较为全面、完善。公司建立了内

审制度，为内部审计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并且安排内审人员遵守职业道德，对

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活动及财务会计资料等进行核查和监督。在内控制度的设计方

面，N公司的内控制度属于相对完善。但是其在内控制度的执行方面表现较差，

尤其是经事务所审计，该公司 2017 年的内控审计尤其是财务控制方面存在重大

缺陷，所以给予否定意见。这次事件给 N公司敲响了警钟，2018 年开始，N公司

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了整改，但是由于实践经验不足、传统管

理制度限制、经营业务不断延伸等影响，结合 N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不难

发现 N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为更全面、充分地了解 N

公司目前的内部控制状况，本文将从以下五个具体要素展开进行分析：

3.2.1 控制环境

控制环境作为基础性要素，对内控的计划和实施影响重大，控制环境良好，

公司内控及战略目标才能早日实现。控制环境一般包括：组织结构、企业文化、

人力资源政策等内容。N公司设置了相对科学的组织架构，具体如上文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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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所示。自出现被否事件后公司认识到加强内控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于 2018 年

依据内控相关规范、指引及公司设定的发展目标，对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加以补

充健全，同时建立了公司《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办法》及《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

董事会承担者内控的建立与落实职责，审计委员会承担着对内控运行情况加以检

查和报告的职责，协助做好内部审计，及时发现内控存在的问题。监事会对董事

会形成一定的监督作用，主要负责监督董事会是否履行了内控的建立与实施职

责。对于企业内控的日常管理则是由公司经理层承担。审计与法律风险部负责对

内控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和监督，由部门专业的审计人员开展这项工作，工作结束

后向审计委员会提交汇报文件，报告具体情况。公司秉承“诚信为本、安全生产”

的经营理念，专注向社会提供更优质更放心的种子，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

过培育生产优质、高产、抗虫害的种子，对带动农民增收、粮食增收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人力资源建设方面，公司设立了人力资源部，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员工

薪酬激励制度及考评机制，并依据各部门职责订立了部门及岗位说明，明确相关

聘用政策及编制人力资源支出预算等。但是在此过程中，管理者内部控制意识有

所忽略，导致员工对内控环境缺乏了解，对内控制度的认识相对欠缺，而且公司

很少举办关于内部控制主题的讲座、实训活动，因而 N公司内部职工对内部控制

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并不明确，重视度不够。

3.2.2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企业为了降低风险，确保内控相关制度、程序能在较为稳定的环

境下执行，从风险识别、分析、应对三个不同阶段进行的全面评估活动。N公司

设立了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部，希望能够帮助公司更快、更好地识别风险，避免

不必要的风险，减少企业损失。由于 N公司是一家农业上市公司，其主要的业务

活动就是种子的生产与销售，其有所处的行业特殊性和业务产品特殊性，所以其

面临着复杂的内外部风险，包括公司层级较多，常常出现总公司与各分公司及各

部门间的监督实施不到位，执行不到位，不能精准的识别潜在的风险。

N公司分两个层级设立了较为全面的风险评估体系，第一层是由四类一级风

险构成，具体有：战略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舞弊风险，在以一级风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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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及所面临的风险特点，又设置了 25 类具体的二级风险。

通过这种分层级、分职能的划分风险的方式，为 N公司进一步有针对性的风险管

理和控制提供了依据和便利，节约了成本，而且明确了各个部门的风险管理职责，

具体落实到各环节内部流程上。其次，N公司针对经营风险，专门系统地做出战

略计划和方案，具体有：公司长期战略目标、短期目标计划、各项业务具体计划

目标。虽然 N公司设立了较为全面的风险评估体系和战略发展规划，但是其执行

效果并不佳，尤其是 N公司风险识别方式单一，由于其规模庞大复杂，面临的内

外部环境更为复杂，相关管理者处事方式较保守，对风险缺少敏感度和更前沿的

认知，更多时候是基于以往经验进行风险判断，导致风险评估不够科学和全面。

3.2.3 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是内部控制的核心要素，是企业为降低风险损失，采取的一系列措

施和程序，该要素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N公司的控制措施涉及多个方面，

在资产管理方面，N公司物资采购部门负责存货管理，将《物资仓储管理办法》

作为物资采购和管理的依据；在生产方面，N公司主要采用委托生产模式，通过

选择适宜的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聘用合适的农场职工等安排好委托生产，保障

种子质量安全；在资金管理方面，N公司制定了一套较为具体的资金管控制度，

从资金的审批、交易事项、支付到报销等各环节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产品成

本与财务控制方面，N公司坚持成本效益原则，对农产品的物流成本、仓储成本

等进行控制，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提高了公司效益。在授权审批方面，N公司

建立了授权审批制度，但是存在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尤其是合同的管理与审批，

总公司对集团上下各分公司均建立了关于合同订立、合同保管存档、合同审批权

限及程序等相关合同管理制度，但在执行过程中，并没有有效按照制度规定落实，

存在个别合同并没有经过相关审批程序而实施。因此，N公司要获得更持久的发

展，应进一步抓住这些关键环节的控制点，优化控制活动。

3.2.4 信息与沟通

信息与沟通在内部控制五要素中起到桥梁连接作用，该要素包括内部信息沟

通和外部信息沟通两方面，有效的信息沟通能够为企业管理者做出正确决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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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内部信息沟通涉及的范围主要是公司内部上下各层级、各部门。N公司建

立了自己的内部沟通机制，由管理层主导，负责做好信息的上传下达工作，借助

大数据云会议、电话、微信、邮件等多种方式部署生产工作、落实生产管理、跟

踪实施进度、汇报工作总结等。此外，N公司将专业化信息系统引入公司各职能

部门，例如运用 ERP 管理系统、用友财务软件、OA 办公系统等，组建和完善了

内部信息系统智能化管理平台，提高了业务操作的规范化程度，增强了信息沟通

的有效性。总体来看，N公司内部信息系统建设较为完善，沟通工具种类较多，

但是 N公司规模庞大，区域设置也比较分散，各系统上线时间也存在差异，无法

保证信息的时效性。而且子公司的直接领导者是总公司的总经理，除子公司主要

负责人外，子公司的其他部门员工与总公司的沟通交流少，越级沟通的渠道也少。

所以，当子公司一般员工发现如财务缺陷等严重问题时，信息无法及时传递给总

公司管理者，造成信息滞后及缺失后果，导致管理人员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

影响公司决策，可能给公司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在外部沟通与交流方面，N公司主要由执行董事及公司经理负责，能够积极

沟通，处理好公司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公共关系，如当地政府、公司股票购买

者等，公司能够按时披露相关信息，如公司的财务报告，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

保护投资者利益。

3.2.5 内部监督

内部监督是推动着整个内部控制的发展，使得内部控制制度不断完善。N公

司构建并不断完善内部监督相关管理制度，针对各流程环节的管控措施持续改

进，保证审计监督有效。N公司内部监督相关的主要制度包括《内部审计制度》、

《审计工作管理制度》、《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办法》等内容。N公司主要通过监

事会和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部实施内部监督工作。监事会对股东负责，监督公司

经营的合法、合规性。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部是总经理直接负责的专门用以监督、

检查公司内部控制运行情况、及时发现潜在风险的部门，工作内容涉及评价公司

内控有效性、提供专业监督指导人员、将检查结果汇报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对于内控制度的监督检查结果，董事会及经理层应该进一步分析，查清内部

控制在设计和运行方面是否确实存在缺陷和薄弱点，一经发现应及时采取整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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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确保内控制度实施的有效性。但是 N公司在计划和实施监督中，对于时间的

确定不够科学，无法做到一以贯之、有始有终地监督，公司安排内审人员在计划

好的时间进行核查监督，如对种子存货的盘点集中在每一年度最后一个月等，而

此时各个部门工作任务均繁重，事先知道查验日期，盘点工作无实际意义，无法

体现监督的作用。

3.3 N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现状分析

N 公司内控有效性的评价责任和披露责任最终由董事会承担和解释。N 公司

在每年 12 月 31 日会以《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公司内控规章

制度为参考，从内控缺陷的角度出发，结合定量与定性评价方法，对公司内控有

效性进行评价。自 2017 年被否事件发生后，N 公司积极整改其内控，近三年的

内控有效性结论均是：N公司在财务报告内控方面，保持了有效；在非财务报告

内控方面，公司没有重大的内控缺陷。关于内控评价范围，N公司确定了存在高

风险的业务涉及：人力资源管理、合同审批管理、货币资金、采购、生产、存货

仓储、销售与收款、信息沟通、重大投资活动等。总体来看 N公司的内控评价范

围基本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具有全面性。

N公司董事会将内控规范体系作为基础，考量了公司目前业务覆盖面、所处

农业行业的特点、公司对风险的态度及能够接受的最大风险值等情况，对应规范

中对内控缺陷的划分标准，将本公司的内控缺陷认定条件及标准以书面形式加以

明确，分财务、非财务两种认定评价，更科学地划分内控缺陷所处的不同程度，

具体分为：重要、重大、一般三等级。位于具体哪一等级是根据定性、定量两方

面的标准值共同确定的。从财务定量角度看，公司主要以营利润总额、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存在错报的比例金额看成是判断内控缺陷是否严

重的定量标准，而衡量缺陷程度的定性标准是以达到一定的特殊情况和现象来确

定。从非财务定性角度看，N公司主要以在资本市场上被公开批评、讯问等负面

事件，对公司造成的资产、货币等损失的多少去判断内控缺陷的定量认定标准；

将公司某些行为触犯内控规范的具体现象看作判断内控缺陷的定性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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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了解分析 N公司目前的内控评价现状，可以清楚地看到 N公司虽有

内控评价体系，但是没有设定具体的评价指标，不管是财务缺陷认定还是非财务

缺陷认定，N公司仅仅分别用损失金额多少、违反内控规范的具体现象来评判，

缺陷认定标准不具有广泛性和适应环境变化性。这些不足会影响 N公司对内控有

效性的正确评价，影响结果的准确性。同时，证监会披露的关于 N公司存在违规

记录情形，和 N公司在其内控评价报告中记录的有关非财务报告方面的内控缺陷

程度有出入，说明它的内控评价结果并不准确。因此，N公司设计一套科学、适

用、具体的内控评价指标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以帮助其更清楚、准确地评价内控

是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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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 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4.1 构建原则

依据相关准则和规定的要求，本文基于以下五项原则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1）全面性原则

为了使构建的评价体系能更系统、全面的反映公司的内控情况，必须遵循该

原则。因为公司内控制度具有综合性特点，它贯穿企业所有的经营业务与事项，

涉及各个部门、各个人员。因此，在建立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时必须从

公司层和业务层两方面选取评价指标，要能够全面反映和涉及公司的全部经营业

务和过程。

（2）科学性原则

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很多，所以要制定出科学的评价标准，依据

科学性原则，选取的指标则才能实现对实践活动起到指导性作用。因此，在构建

N公司内控评价指标体系时，要以公司的内部控制的运行状况为依据，准确理解

各评价指标的意义，按照既定的规范及标准，理清各评价指标之间的联系，建立

科学且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

（3）重要性原则

该原则强调的是在考虑全面性的基础上要突出重要性，重点关注公司的重

大、频繁、关键性、风险较密集的业务活动，在构建评价体系时要将公司所处的

行业特殊性及公司自身情况加以考虑，依据重要程度确定能反映公司实际状况的

指标。

（4）层次性原则

指标体系的建立要从不同层次反映公司的实际综合情况，由系统到具体，由

外到内，在设立一级指标的基础上，为了更详细了解公司内控具体状况，建立二

级评价指标，以使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具体、全面。富有层次性的披露企业信息

质量，也更有助于其利益相关者能获取自身更需要的信息，快速做出决策。

（5）定性与定量结合原则

该原则是将定性和定量两方面结合去构建更科学、客观的指标体系。定性分

析虽然能够更直观、具体地分析内控现状，但是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定性分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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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能予以量化，所以要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是很困难的。因此，在定性分析

的基础上要引入定量分析，规避单方面分析的局限性，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准确。

4.2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为了更好地让评价指标体系反映出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本文遵循评价体

系的构建原则，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分别选取评价指标，构建符合 N公司实际情

况和特点的内控评价指标体系。

4.2.1 定性指标体系

对照上文要求的构建原则，以 COSO2013 的原则性要求为指导，设立了三层

评价指标，首先是目标层，内容是内控有效性；其次是一级评价指标，内容是内

控五要素；最后是二级评价指标，内容是符合 N公司状况及特点的具体内控指标，

用于评价企业内部控制运行状况，具体的定性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4.1 所示：

表 4.1 N 公司内部控制定性评价指标体系表

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部控制有效性 Z

控制环境 X1 企业精神文化建设 X11

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监督 X12

企业组织架构及权责分派体系 X13

组织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X14

人力资源政策 X15

人员素质 X16

内部控制被了解和重视程度 X17

风险评估 X2 目标的设立 X21

风险识别能力 X22

风险分析能力 X23

风险应对能力 X24

信用风险评估 X25

识别和分析农业政策的变化 X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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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N 公司内部控制定性评价指标体系表

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部控制有效性 Z

控制活动 X3 农产品物流成本控制 X31

授权审批控制 X32

全面预算管理控制 X33

采购和付款控制 X34

种子生产质量管理控制 X35

销售与收款控制 X36

仓储与存货控制 X37

自然风险控制 X38

信息与沟通 X4 信息系统的建设情况 X41

财务会计信息质量 X42

农业信息技术的自动化程度 X43

有效信息的传送沟通效率 X44

内部监督 X5 企业进行持续评估情况 X51

内部监督的有效性 X52

内控缺陷的沟通与报告情况 X53

（1）控制环境指标体系

控制环境在内部控制体系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影响着其他四要素的实施效

果。依据“控制环境”要素对应的五项具体原则，本文设立了七个具有代表性的

二级指标。“企业精神文化建设”作为组织内部的一种软约束，它对企业各层的

行事方式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内部控制中，如果企业建立起企业行为准则

和职业道德规范，内部员工能够遵守和执行，则会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产生

正面影响。“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监督”指标是检查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监督职能

的履行情况，确定其相对于管理层是否在形式和实质上保持独立，对管理层实施

与执行内控的成效是否能够起到监督。“企业组织架构及权责分派体系”这一指

标是用以检验企业设置的组织架构是否合理完善，公司治理是否有效，各部门的

权力和职责是否明确，各部门能否做到各司其职、相互制衡。“组织社会责任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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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情况”是衡量 N公司作为农业上市公司是否做到带农增收、保护环境、保障农

产品质量安全、参与社会公益等责任的履行情况，社会责任的履行好坏直接影响

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COSO2013 框架强调“人”的因素对控制环境的影响，设

置“人力资源政策”指标目的是为了了解 N公司在人力资源方面的建设情况，包

括人力相关制度是否完备，有没有达到人尽其才的效果，发挥“人”的最大优势。

“人员素质”是判断组织是否明确成员的素质要求，衡量内部人员是否具备专业

胜任能力以支持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的指标。“内部控制被了解和重视程度”指标

用于衡量组织是否明确其内部控制目标，是否将各个控制点明确分配至具体岗

位，管理层及一般员工是否对内部控制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传递。

（2）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风险评估是指组织为了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确保内控目标的有效实现而

进行的风险防范活动。根据 COSO2013 框架“风险评估”要素对应的四项原则，

本文设立了以下六个具有代表性的二级指标。“目标的设立”指标用以衡量企业

就识别、评估的与其内控目标相关的风险，是否能够制定出清晰明确的目标；设

置“风险识别能力”指标是为了衡量企业对潜在的内外部风险，能否精准识别，

如市场变化、业务转型、自然灾害等。“风险分析能力”指组织能否合理地衡量

企业风险的大小、根据相关数据对风险进行分析，得出关键控制点的风险。“风

险应对能力”衡量企业依据风险分析的评价结果能否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由于

农业的生产周期较长、风险较大,存在一定的信用风险,该风险的发生会直接影响

该企业的融资能力，给企业经营发展带来困难，因此设置“信用风险评估”指标

很有必要。“识别和分析农业政策的变化”指标是衡量企业能否及时识别国家对

农业的各种惠农、补贴等政策，是否能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分析并做出积极调整。

（3）控制活动指标体系

控制活动要素作为内部控制体系中的核心要素，旨在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

政策和程序，以确保组织内控目标能够实现的具体方式。本文根据 COSO2013 框

架“控制活动”要素对应的三项原则并结合 N公司自身特点设立了以下六个具有

代表性的二级指标。“授权审批控制”用以衡量企业是否设立并严格执行授权批

准制度，是否明确各层级的业务处理职责。N公司主要的业务活动是种子的收购、

生产、配送、销售，因此对物流成本要加以管控，节约成本，提高效益，增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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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竞争力，设置“农产品物流成本控制”能够有效反映企业运输成本，有利于优

化企业物流运输体系。设置“全面预算管理控制”指标，用以评价 N公司预算执

行情况的有效性，其评价范围涉及预算编制的组织机构、人员职责分配及其执行

情况等。“采购与付款控制”指标衡量采购与付款行为是否规范，具体评价在采

购业务中，采购量管控、采购价格控制和采购物资规格标准是否合理；付款过程

中付款审核是否严格，付款流程是否完善，付款方式是否恰当。作为农业种子企

业，质量控制是关键，制种环节、验收环节、质量检验等直接影响到种子质量，

因此用“种子生产质量管理控制”指标去衡量，减少不必要的质量风险。“销售

与收款控制”是衡量 N公司在销售活动中的收款能力情况，涉及销售的途径、订

立销售合同、销售收入收回情况、销售人员对于相关授权审批制度的执行情况等。

“仓储与存货控制”作为 N公司重要的控制活动，一方面是衡量对种子进行保管

及其数量、质量的管理情况，另一方面是检查存货是否实行严谨的收发凭证记录

控制、严格管理及定期盘点；“自然风险控制”指标衡量企业对难以避免的灾害

性气候或不良气象能否做到了有效的防范、控制和化解自然灾害等风险。

（4）信息与沟通指标体系

信息与沟通是确保内部控制有效建立与运行的重要保障条件，本文根据

“信息与沟通”要素对应的三项原则，设立了四个具有代表性的二级指标。“信

息系统的建设情况”反映企业是否建立了符合自身发展战略的信息管理系统及其

处理信息数据的水平高低情况。“财务会计信息质量”衡量企业会计信息是否相

关、可靠、真实、及时和有用，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对控制措施的实施会产

生重大影响。“农业信息技术的自动化程度”指标衡量企业是否运用农业气象预

测等信息技术、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高低情况。“有效信息的传送沟通效率”指标

能够反映公司上传下达重要信息的执行情况，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地进行各纵向、

横向沟通，信息沟通渠道和机制的运行是否高速顺畅。

（5）内部监督指标体系

内部监督是企业为了确保其内部控制的建立与运行更加有效而进行的持续

性监督检查活动。通过持续监控，有利于企业进一步发现其内控在设计与运行过

程中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提出应对措施。内部监督具体涵盖内部监督检查、内控

缺陷报告等方面。根据“内部监督”要素对应的两项原则，本文设立了以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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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二级指标。设立“企业进行持续评估情况”指标是为了衡量企业在内部控

制的评估与监督活动中是否具有持续性，是否实施了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是否

建立了监督检查机制。“内部监督的有效性”指标衡量企业内部审计部门在内部

控制的监督方面发挥的作用及企业内部审计机制是否能够有效运行。“内控缺陷

的沟通及报告情况”则反映企业对内控缺陷的识别能力，衡量企业是否及时向相

关管理人员报告内控缺陷情况，采取相应整改措施，提高企业目标实现程度。

4.2.2 定量指标体系

为了使构建的评价体系更具有科学性，本文在构建定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结

合公司经营发展状况，选取了四类财务指标 Y=（Y1,Y2,Y3,Y4）=（盈利能力，偿

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再这四类大指标下，又选择了 8个财务比率具

体指标，构成定量评价指标。

（1）盈利能力指标

选用该能力指标的目的是为了评估农业公司在获取利润方面的实力。

① 平均资产总额息税前利润）总资产报酬率（ /11 Y

为了更好了解农业公司使用资产实现效益最大化的能力，设立该指标，若该

指标的比率不断上升，代表该公司获取收益的能力越强。

② 销售收入净利润）销售净利率（ /12 Y

该指标是用以反映农业公司在销售过程中，获得的利润情况。若该比率持续

上升，则能够反映出公司销售业务向好，利润收入提高。

③ 净资产平均余额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 /13 Y

为了更清楚了解农业公司的投入产出效益情况，设立该指标，该指标比率越

高，代表该公司的投资活动为其带来了更好的效益。

（2）偿债能力分析

选用偿债能力指标的目的是了解企业偿还债务、避免经营风险的情况，能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的财务状况水平。

① 流动负债速动资产）速动比率（ /21 Y

为了判断农业公司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高低，设立该指标，该指标比率上升，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N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研究

28

代表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也在提高。

② 资产总额负债总额）资产负债率（ /22 Y

一个企业的负债情况对于其今后发展影响很大，设立该指标是为了更清楚地

了解农业公司对债务处理能力的水平。

（3）营运能力分析

选用该能力指标的目的是了解农业公司实施日常经营活动的水平，对公司内

部资源能否有效利用的能力。

① 应收账款平均额当期销售收入）应收账款周转率（ /31 Y

该指标用以衡量农业公司处理应收账款的流动能力，该比率越高，代表农业

公司能更好地对资产周转。

② 平均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净额）总资产周转率（ /32 Y

为了解农业公司的资产流动情况及资产配置效率，设立了该指标，该指标比

率越高时代表公司运营效率逐步在提升，收益越大。

（4）发展能力分析

为了解农业公司未来扩大业务规模、提高生产能力，保持向好发展的水平高

低，设立了该能力指标。

① 上年营业收入总额营业收入增长额）营业收入增长率（ /41 Y

选用该指标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公司未来发展潜力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该比

率越高，代表有巨大的发展动力。

4.2.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经过上文的分析及构建，本文从定性、定量两方面进行综合性评价，由于单

纯使用定性评价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而定量指标仅通过单纯的数据无法

进行全面的分析，所以本文将两方面指标结合计算内部控制有效性结果。由于整

个数据是呈现于一个正态分布的趋势，为了严格确定两指标的综合数值，应该运

用平方平均数的模型，该模型出自数理统计公式，当需要处理数据的平均值时，

此方法得出的数据更为精准，能够减少误差，得到 N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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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 YXZ 


其中，Z：综合得分结果；

X：定性得分结果；

Y：定量得分结果；

X的得分是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到，定量指标 Y的得分，则是依据相关行

业、企业标准赋予选取的具体财务指标一定的权重，并与企业业绩评价标准相比

较，进行打分赋值，再依据权重及评价值得分，进行加权得到最终结果。

4.3 综合评价标准

经过上文从定性与定量两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后，向相关内控专家进行询问，

将综合评价满分设置为 100 分，并具体划分为四个等级标准。

其中，得分在 80 分以上，表明该企业的内部控制处于优状态，是完整有效

的，内控制度在设计和运行方面均有效，能够起到很好的防范不同来源风险的作

用；得分介于 60 分-80 分，则表明企业内控处于基本有效，但存在少量缺陷，

内控机制存在薄弱点；得分介于 40 分-60 分，表示企业内控存在重大缺陷，内

控制度几乎未得到有效执行；得分在 40 分以下，表示该企业的内控是无效的，

其内控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四级评分标准如下表 4.2

所示。

表 4.2 评分标准

内部控制等级 综合评价得分 内控状态

一等 ≧80 内部控制有效

二等 60≦Z<80 内控基本有效，存在少量缺陷

三等 40≦Z<60 内控存在严重缺陷

四等 <40 内部控制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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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本章在第四章节构建的指标体系基础上，分别从公司内外部信息渠道搜集了

有关 N公司内部控制的相关数据及资料，在使用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权重赋值基

础上，再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得出具体评价值。

5.1 数据来源及样本整理

本文的数据来源采用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获取，共发放了两次调查问卷。

第一次发放调查问卷目的是为了确定指标重要程度，构造判断矩阵，以此来

确定不同指标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重要程度（详见附录 1）。问卷的发放对

象涉及：N公司管理层、审计委员会、相关内审人员及为公司出具审计报告的事

务所专家，问卷发放形式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共发出问卷 40 份，要

求按照内控的原则性要求，联系 N公司的内控现状，对内控有效性的重要程度予

以打分。通过数据收集与整理，收回有效问卷 32 份，其余 8份无效直接剔除，

有效收回率为 80%。

为了确定 N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各层级定性评价指标对应的评语隶属度，

构造隶属度矩阵，本文又设计、发放了第二次问卷。该问卷主要以 N公司内部控

制评价体系的二级指标为基础，下设“优、良、一般、差、非常差”五个评价值

（详见附录 2），隶属度矩阵结果见下文表 5.8。此次调查问卷发放对象中增加

了 N公司中从事生产经营业务的一般员工，发出问卷 35 份，收回有效问卷 30 份，

其余 5份无效直接剔除，有效收回率为 85%。

5.2 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为了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本文利用层次分析法，该方法是在确定很多目标

要达成的一个总目标基础之上，根据影响总目标实现的各种因素的逻辑关系，将

这些目标按不同层次进行划分组合，由上到下，逐渐细化，形成一个由目标层、

准则层、方案层相互联系的分析模型，最后将问题转换为最低层相对于最高层重

要权重的确定。这种方法针对的是复杂问题的影响因素、关系和本质等，运用数

学思维将定性问题定量化，加快决策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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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使用 yaahp10.3 层次分析法软件建立了递阶层次结构模型，通过设计

的调查问卷，对同组内不同指标间的元素，比较谁更重要，并打分；再继续使用

层次分析法将所有指标间的影响予以具体化，通过构造判断矩阵，确定了不同指

标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重要程度，并根据运算结果进行排序，将定性问题进

行定量化处理。

为科学构建评价指标系统，本文将选取的指标分为三个层次，采用 1-9 标度

法，如下表 5.1 所示，比较处于同一水平的指标的重要程度，据此进行打分，得

到判断矩阵，记作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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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标度定义及其意义

标度 含义 说明

1 同样重要 i 与 j 比较，i 和 j 同等重要

3 稍微重要 i 与 j 比较，i 比 j 稍微重要

5 明显重要 i 与 j 比较，i 比 j 明显重要

7 重要得多 i 与 j 比较，i 比 j 重要得多

9 绝对重要 i 与 j 比较，i 比 j 绝对重要

2、4、6、8 中间值 上述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5.3 评价指标估值

5.3.1 定性指标估值及一致性检验

根据选取的指标设计调查问卷，利用德尔菲法，请各位专家匿名打分。为了

最终得到的数据独立有效，各专家之间就各自的打分标准不进行交流，保持各自

独立客观。然后对各个指标予以评定，得到本文研究要用到具体数据，再将其通

过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得到权重的具体数值 Wi，即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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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个指标进行评价的过程中，为保证得到准确且有效的评价结果，需要对

判断矩阵一一进行一致性检验：

1
ma





n

nCI x

RI
CICR 

当 CR<0.1 时，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达标，权重可接受；当 CR>0.1 时，

说明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未达标，需要重新调整检验，直到其达标可用。

表 5.2 一级指标判断矩阵

X X1 X2 X3 X4 X5 Wi权重

X1 1 3 2 4 3 0.3947

X2 1/3 1 2/1 3 2 0.1704

X3 1/2 2 1 3 2 0.2393

X4 1/4 1/3 1/3 1 1/3 0.0668

X5 1/3 1/2 1/2 3 1 0.1289

内 部控 制一 级 评价 指标 即 内控 五要 素 ， 经计 算 λ max=5.1641 ，

CR=CI/RI=0.0366<0.1，达到了一致性要求。

表 5.3 控制环境权重表

X1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Wi权重

X11 1 3 1/3 1/2 3 1/3 1/2 0.1027

X12 1/3 1 1/3 1/2 3 1/3 1/4 0.0704

X13 3 3 1 1 3 2 3 0.2512

X14 2 2 1 1 3 2 2 0.2099

X15 1/3 1/3 1/3 1/3 1 1/3 1/3 0.0483

X16 3 3 1/2 1/2 3 1 2 0.1787

X17 2 4 1/3 1/2 3 1/2 1 0.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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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控制环境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得到λmax=7.5615，CR=CI/RI=0.0688<0.1，

达到了一致性要求。

表 5.4 风险评估权重表

X2 X21 X22 X23 X24 X25 X26 Wi权重

X21 1 1/2 1/3 1/2 1/2 2 0.1002

X22 2 1 3 2 1 2 0.2611

X23 3 1/3 1 1/2 1/2 2 0.1385

X24 2 1/2 2 1 3 2 0.2381

X25 2 1 2 1/3 1 2 0.1788

X26 1/2 1/2 1/2 1/2 1/2 1 0.0833

对风险评估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得到λmax=6.5056，CR=CI/RI=0.0802<0.1，

达到了一致性要求。

表 5.5 控制活动权重表

X3 X31 X32 X33 X34 X35 X36 X37 X38 Wi权重

X31 1 1 1/3 1/2 1 1/2 2 3 0.1037

X32 1 1 2 3 4 2 3 2 0.2327

X33 3 1/2 1 2 3 2 3 2 0.1940

X34 2 1/3 1/2 1 3 3 4 2 0.0615

X35 1 1/4 1/3 1/3 1 1/2 1 2 0.0669

X36 2 1/2 1/2 1/3 2 1 2 3 0.1171

X37 1/2 1/3 1/3 1/4 1 1/2 1 2 0.1677

X38 1/3 1/2 1/2 1/2 1/2 1/3 1/2 1 0.0564

对控制活动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得到λmax=8.7080，CR=CI/RI=0.0717<0.1，

达到了一致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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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信息与沟通权重表

X4 X41 X42 X43 X44 Wi权重

X41 1 1/2 2 2 0.2628

X42 2 1 3 3 0.4554

X43 1/2 1/3 1 1 0.1409

X44 1/2 1/3 1 1 0.1409

对信息与沟通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得到λmax=4.0104，CR=CI/RI=0.0039<0.

1，达到了一致性要求。

表 5.7 监督权重表

X5 X51 X52 X53 Wi权重

X51 1 1/3 2 0.2493

X52 3 1 3 0.5936

X53 1/2 1/3 1 0.1571

对监督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得到λmax=3.0536，CR=CI/RI=0.0516<0.1，达

到了一致性要求。

5.3.2 模糊综合评价

各层级评价指标的评价值是以经过计算得到具体数值，而评价总目标是各个

具体评价指标评价值的加权平均数，因此评价指标的数值越高对评价总目标的贡

献越大。上一章节已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本部分就是确定指标的具体评价值。

从以下四步骤进行：

（1）建立评语集：M={M1，M2，M3…Mn}，有 n 种可能的评价结果，经参考内

控相关规范及指引，设置评语集 M={M1,M2,M3,M4,M5}={优，良，一般，差，非常差}

={内控有效，内控基本有效，一般缺陷，重要缺陷，重大缺陷}，分数集设为 T=

{T1,T2,T3,T4,T5}={100,80,60,40,20}，若 T<20，表示内控非常差，有重大缺陷。

若 20<T<40，表示非常差，有重要缺陷，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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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评价因素集

评价指标实质上是影响评价对象的主要因素，某一评价指标的变动都会对评

价对象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建立因素集为 X={X1，X2，X3，...，Xn}。

（3）确定隶属度

隶属度，是指由内控评价人员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将设定的各评价指标与评语

一一对应，得出 N公司各层级定性评价指标的评语隶属度矩阵 R，如下表 5.8 所

示。

表 5.8 N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指标隶属度矩阵

指标体系 评语隶属度

目标层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优 良 中 较差 差

N 公司内部

控制有效性

评价

控制环境 企业精神文化建设 0.5 0.3 0.2 0 0

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监督 0.4 0.3 0.2 0.1 0

企业组织架构及权责分派体系 0.4 0.3 0.1 0 0

组织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0.3 0.3 0.4 0 0

人力资源政策 0.2 0.3 0.3 0.2 0

人员素质 0.4 0.2 0.3 0.1 0

内部控制被了解和重视程度 0.3 0.3 0.3 0.1 0

风险评估 目标的设立 0.6 0.3 0.1 0 0

风险识别能力 0.3 0.4 0.3 0 0

风险分析能力 0.3 0.5 0.2 0 0

风险应对能力 0.4 0.3 0.3 0 0

信用风险评估 0.4 0.3 0.3 0 0

识别和分析农业政策的变化 0.5 0.4 0.1 0 0

控制活动 农产品物流成本控制 0.4 0.4 0.2 0 0

授权审批控制 0.3 0.4 0.2 0.1 0

全面预算管理控制 0.5 0.3 0.2 0 0

采购与付款控制 0.4 0.4 0.2 0 0

种子生产质量管理控制 0.6 0.3 0.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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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8 N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指标隶属度矩阵

指标体系 评语隶属度

N公司内部

控制有效性

评价

控制活动 销售与收款控制 0.4 0.3 0.2 0.1 0

仓储与存货控制 0.3 0.5 0.2 0 0

自然风险控制 0.3 0.4 0.2 0.1 0

信息与沟通 信息系统的建设情况 0.5 0.2 0.3 0 0

财务会计信息质量 0.4 0.3 0.3 0 0

农业信息技术的自动化程度 0.4 0.4 0.2 0 0

有效信息的传送沟通效率 0.3 0.4 0.3 0 0

内部监督 内控活动的持续评估情况 0.3 0.4 0.3 0 0

内部监督的有效性 0.5 0.2 0.3 0 0

内控缺陷的沟通及报告情况 0.4 0.2 0.3 0.1 0

（4）计算内部控制评价值

基于上文已确定的各评价指标权重 W，隶属度矩阵 R,得分 T,二级指标评价

值 Qij,一级指标评价值为 Qi，目标层评价指标评价值为 Q,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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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上关于各层级评价指标的评价值的计算顺序及计算公式，下面选择以

“控制环境”层评价指标为例计算其评价值，具体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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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其余各层级评价指标的评价值均按照上述方法计算，得出 N公司内部

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值的汇总结果，如表 5.9 所示。

表 5.9 N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评价值

一级指标 权重 评分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分

控制环境 X1 0.3947 80.99 企业精神文化建设 0.1027 86

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监督 0.0704 84

企业组织架构及权责分派体系 0.2512 82

组织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0.2099 82

人力资源政策 0.0483 82

人员素质 0.1787 78

内部控制被了解和重视程度 0.1387 76

风险评估 X2 0.1704 83.35 目标的设立 0.1002 90

风险识别能力 0.2611 80

风险分析能力 0.1385 82

风险应对能力 0.2381 82

信用风险评估 0.1788 80

识别和分析农业政策的变化 0.0833 82

控制活动 X3 0.2393 82.46 农产品物流成本控制 0.1037 84

授权审批控制 0.2327 78

全面预算管理控制 0.1940 86

采购与付款控制 0.061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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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9 N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评价值

一级指标 权重 评分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分

控制活动 X3 0.2393 82.46 种子生产质量管理控制 0.0669 90

销售与收款控制 0.1171 84

仓储与存货控制 0.1677 80

自然风险控制 0.0564 78

信息与沟通 X4 0.0668 82.52 信息系统的建设情况 0.2628 84

财务会计信息质量 0.4554 82

农业信息技术的自动化程度 0.1409 84

有效信息的传送沟通效率 0.1409 80

内部监督 X5 0.1289 82.06 内控活动的持续评估情况 0.2493 80

内部监督检查 0.5936 84

内控缺陷的沟通及报告情况 0.1571 78

最终得出定性指标评价值：

82

82.06
82.52
82.46
83.35
80.99

0.12890.06680.23930.17040.3947 























 ），，，，（定性X

5.3.3 定量指标估值

（1）定量指标权重赋值

对定量指标权重赋值，本文通过查阅国资委发布的 2019 年企业绩效评价标

准值（表 5.10），与 N 公司的实际情况及特点综合考量，对上文选取的四大财

务能力的指标确定权重，盈利能力指标--30%；偿债能力指标--30%；营运能力指

标--20%；发展能力指标--20%。同时，将绩效评价标准划为五个等级：100--优

秀值、80--良好值、60--一般值、40--较低值、20--较差值，若得分介于两个级

别之间，则取较低值所在的分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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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国资委 2019 年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

财务指标 优秀值 良好值 一般值 较低值 较差值

总资产报酬率 Y11 8.6 7.2 4.3 3.0 -4.8

销售净利率 Y12 18.4 12.6 5.4 -0.4 -8.0

净资产收益率 Y13 13.4 10.5 6.9 4.0 -5.6

速动比率 Y21 1.45 1.18 0.77 0.65 0.45

资产负债率 Y22 49.0 54.0 64.0 74.0 89.0

应收账款周转率 Y31 24.6 17.0 9.0 4.7 1.3

总资产周转率 Y32 1.4 0.9 0.4 0.3 0.1

营业收入增长率 Y41 24.3 17.6 9.8 -1.1 -13.4

（2）定量指标估值

根据本文第三章搜集的 N公司 2019 年度各财务指标值，与国家大型企业绩

效评价标准相比对，得到 N公司各财务指标的具体得分，如下表 5.11 所示：

表 5.11 N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指标的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比率 分值

盈利能力指标 Y1 总资产报酬率 Y11 4.7 60

销售净利率 Y12 6.32 60

净资产收益率 Y13 4.56 40

偿债能力指标 Y2 速动比率 Y21 1.14 60

资产负债率 Y22 66.68 40

营运能力指标 Y3 应收账款周转率 Y31 5.57 40

总资产周转率 Y32 0.75 60

发展能力指标 Y4 营业收入增长率 Y41 49.02 100

依据上表进行计算，定量指标分值为：

Y 定量=（60+60+40）/3*30%+(60+40)/2*30%+(40+60)/2*20%+100*20%=61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N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研究

41

5.4 综合评价

在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中，定性指标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对最终的评价结果可

能带来一定的偏差，但定性评价指标能够直观地反映企业内部控制中存在的不

足。定量评价指标在直观反映上不如定性评价指标，无法直接反映内部控制存在

的缺陷，但是定量指标有其自身精确、科学的优点。因此，本文将定性评价与定

量评价二者结合，进行综合评价，得到综合评价值。由前文第四章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可得：

26.27
2
6182

2

2222








YXZ

从以上评价得分情况来看，N公司内控有效性最终得 72.26 分，介于 60-80

分间，属于良好等级，可见 N公司内控基本是完整有效的。但还是存在一定控制

薄弱点，建议组织内部今后加强对内部控制的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改善内

部控制。从内部控制五要素来分析评价结果，如下：

（1）控制环境评价值是 80.99 分，介于评语集 80-100 之间，表明 N 公司的

控制环境相对良好，公司组织架构相对完善，人力资源政策较完善。但是从整体

得分情况来看，该要素与其他四要素相比结果处于最低，由此可以看出 N公司要

继续加强内控环境的建设。尤其是二级指标“内部控制被了解和重视程度”分值

只有 76 分，说明公司内部对内部控制重视不够，部分人员存在把内部控制理解

为公司的绩效考核制度。对内部控制相关制度与实施办法宣传培训不到位，员工

内部控制意识薄弱，企业需推进内部控制文化建设健全内控体系和责任追究机

制。“人员素质”分值 78 分，说明公司内部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有待提高，应

采取专业技能培训、业务宣讲等方式提高员工的业务综合素质。

（2）风险评估评价值为 83.35 分，处于良好等级。二级指标“风险识别”评

价值为 80 分，不是很理想，由于 N 公司所处的行业特殊性，其所处的内外部环

境较为复杂、风险较大，然而 N公司的风险评估机制还不够健全，风险预警及控

制系统建设的还不完善，这就增加了企业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所以，N公司还需

加强风险控制建设，提高风险识别能力。“信用风险评估”得分也低，仅有 80

分，而农业企业进行良好的信用风险评估有利于其在信贷业务方面获得金融机构

的支持，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因此，N公司还需进一步强化信用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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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避免潜在的信用风险，降低其融资成本,增强其产业化的能力。

（3）控制活动指标评价值是 82.46 分，处在良好等级，但是在整个一级指标

中得分也属于较低值，尤其是其二级指标“仓储与存货控制”分值只有 80 分，

而 N公司的种子存货量较大，“仓储与存货内控”当是企业内部控制建设的重中

之重，但就目前状况来看，N公司的内控力度还是不够。此外，“授权审批控制”

和“自然风险控制”分值较低，均为 78 分，说明 N公司授权审批机制不完善，

经调查发现，N公司尤其在合同审批过程中存在：个别合同并没有经过相关审批

程序而实施。由于农业上市公司所具有的特殊性，农作物的生长存在季节性、周

期性特点，并且受自然环境及气候因素的影响大，自然风险属于种子企业不可完

全控制的风险。因此，农业企业要有针对性地学习所处地区自然灾害的特征，要

防患于未然，利用相关渠道信息和技术，不断增强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为

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提供保障。

（4）信息与沟通的最终得分为 82.52 分，处于较好水平，信息系统的建设及

农业信息技术运用方面有成效，但在“有效信息的传送沟通效率”指标得分不高，

为 80 分。所以公司还需加强组织内外部沟通与联系，尤其是要做好母公司与子

公司以及各部门间的信息沟通，保持信息传递的真实性、及时性、有效性，减少

因沟通不足或者渠道不畅导致的不良后果。

（5）内部监督要素的最终得分是 81.5 分，处于良好状态，但“内控缺陷的

沟通与报告情况”得分只有 78 分，“内控活动的持续评估情况”也仅 80 分，说

明 N公司的持续性监督做得不到位、沟通与报告效率低下，而内部监督是贯穿于

内部控制的各个过程的始终，因此 N公司应做好日常化监督活动，及时发现和评

估内部控制的缺陷，并和企业高管层、董事会等责任方进行顺畅沟通，及时反映

和报告，才能及时、高效地采取改正措施，降低企业损失。

财务指标评价值为 61 分，说明 N 公司财务内部控制目前仍处于一般水平，

还需不断优化，由于 N公司以种子业务为主营业务，在种子采购、存货发货计量

等控制活动方面有时会出现资产整理记录与实际有差等情况，所以，N公司财务

内部控制应结合非财务内部控制大力改善，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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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改善 N 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6.1 增强内部控制意识，提高人员素质

公司内部控制运行的环境是保障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基础性因素，N公司内部

控制环境相对良好，但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从评价结果来看，内部控制被了解

和重视程度得分不到 80 分，说明内控责任人的问责制度不够完善。而企业领导

人对内控的认识、态度与行为更是关键所在，企业管理层对内控关注度高，则会

影响企业将内控贯彻执行；同时也会增强普通职工对内控的了解，有利于营造重

内控、行内控的企业氛围，保持良好的控制环境。所以，N公司管理者首先要高

度重视内控环境建设，在公司内部通过开展理论学习与实务培训相结合的办法，

让员工学习相关内控知识的同时意识到内部控制对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各部

门负责人可以结合本部门业务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向部门员工分享关键业务活动

的内控流程及制度，可以借助公司报纸或者官方网页、微信群等多种方式。管理

者在做好宣传内控的同时要做好指导工作，调动员工将学习到的内控理论运用到

业务实践中去，做好自己负责范围内的内控业务流程，明确和遵守相关内控制度。

再者，N公司管理层要将内控执行情况与员工绩效相挂钩，制定系列考核标准，

通过检验员工对内控的执行效果，给予一定的奖惩，这样可以进一步调动员工学

习内控、有效运用内控的积极性，可以为企业内控管理提供保障。

在人力资源方面，应当制定和实施人才发展战略，提高员工专业水平。由于

N公司是农业上市公司，其主要产品是种子。所以，N 公司的种植、生产、销售

过程都对技术要求度不高。而且，N公司下属的各分公司及种植基地的地理位置

偏向于农村，公司内部员工普遍存在知识水平低、工作效率不高、风险意识差等

情况。因此，N公司应派总部专业人员在各分公司就地举办专业技术培训，将先

进的生产技术、工作方法、业务流程传授给基层员工，如采购人员、种子管理者、

财务人员这些处在公司业务关键控制点的工作人员，公司可以从具体的业务技

术、风险管理、仓储及成本管理等多方面开展培训活动。再者，公司可以实施人

才引进战略，吸引业内顶级专家走进公司，挖掘员工潜力，培育和开发优质种子，

提升公司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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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强化风险控制

风险评估机制对公司防范和应对风险十分重要，应将其应用并贯穿于企业各

层级，各个业务部门。由于 N公司所处的行业特殊性，面临的风险也不仅包括内

部风险，还面临自然灾害及意外损失等外部风险，而 N公司现有的风险评估体系

并不完善，欠缺系统的风险识别能力。公司往往是根据过去发生的风险特点及应

对经验判断现有风险的发生概率及可能带来的损失大小，这种风险判断方式会影

响企业不能准确认识和分析潜在的风险。结合 N公司风险评估得分及内部控制现

状也可以看出，N 公司的风险识别能力较弱，风险控制力度不强。因此，N 公司

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有效的风险评估体系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公司在遵循有关既定目标的基础上，要健全风险评估体系，尤其是风

险识别机制。对于 N公司各层级、各职能部门，根据业务特点均应建立和实施相

应的风险识别机制，可以选派风险管理专业人员，运用科学、专业的技能对公司

上下进行全面的风险识别与评估，作出判断，形成风险分析报告。在评估方法选

择上，N公司可运用统计计量方法，科学评估某一风险发生的概率、带来多大损

失、公司最大风险承受能力，找出风险密集存在的环节及领域，及时采取解决措

施。其次，N公司要针对其面临的特殊性风险，建立风险预警系统，避免遇到气

候灾害等特殊风险时不能及时察觉，确保公司稳健发展。最后，公司各职能部门

及各分公司应执行定期风险报告制，建立风险责任制度，并将风险管理工作列入

绩效考核体系，确保公司上下重视风险控制，利于公司稳健发展。在信用风险评

估方面，N公司要健全信用体系、强调信用理念，将信用管理贯穿于公司生产、

采购、销售等各个环节，增强企业集体的信用风险意识。通过建立内部信用风险

控制机制，提升合同履约能力，健全应收账款监督制度，种子一经发出，应立即

将相关应收账款填写进信用管理档案，实施日常化监督，降低信用风险，提高企

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6.3 确定关键控制点，优化内部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主要体现为一系列程序和手段，对企业经营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根据 N公司内控现状及上文评价结果可知，N公司在控制活动方面得分较低，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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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授权审批、采购与存货控制、突发事件控制等流程节点的控制不到位。鉴

于 N公司内部控制活动不完善，尤其是分公司存在机构设置不完善，审批权限集

中于某几个人，加大了舞弊风险。因此，N公司要确定关键控制点。

首先要进一步健全公司的授权审批机制，明确各部门审批权限，完善审批流

程，同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于越出审批权限范围的人员要进行问责追究，监

督其改正。其次，应当进一步健全合同管理制度，对合同的订立、合同档案管理、

合同审批流程、审批权限要作出明确约定，上下级、各部门之间都要履行好审批

职责，进一步规范审批程序，形成互相监督，执行有效的审批活动。再次，优化

存货内部控制流程。作为种子企业，存货数量大，存货控制尤为重要，从种子验

收入库到仓储保管都要做好存货控制。在采购活动中，一方面，N公司应提前做

好预算与生产计划，设立具体指标，保持价格信息畅通，控制成本。另一方面，

N公司要实施存货盘点制度，组织专业人员定期对农作物种子实施盘点，清点各

时段种子的数量，及时发现种子减值情况，调查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时向相关管

理部门报告。在种子收成、售出这种关键节点上，负责存货管理的人员应更加谨

慎，确保存货清点结果真实有效。同时要加强客户的信用审核，以加快存货及应

收账款的周转，降低信用风险，使资产结构更加合理，最终实现内部控制资产安

全目标。最后，N公司要结合其生产活动面临的自然风险，进一步加强自然风险

控制，建立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的同时要充分利用气象预测等信息技术手段，采取

多区域科学配置及错峰季节的方法，有效规避区域性的气候等自然风险。

6.4 提升公司信息沟通机制的有效性

信息与沟通要素对于其他四各要素的有效运行十分重要，其发挥着上传下达

的作用。结合该要素目前的内控现状及评价得分情况，N公司的有效信息的传送

沟通效率有待提升，虽然 N公司的信息系统涵盖面广，涉及采购、财务、生产、

业务等多个领域，但因为总公司、子公司之间存在空间限制，信息系统的运行时

间也不全一样，这就导致公司上下各级沟通不顺畅，信息全面性和真实性无法得

到保障，所以组织内部沟通效率较低。因此，N公司要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两级时

空限制，提高信息传递效率。首先，N公司要将总部与子公司的业务、重点环节

进行比较整合，建立起能满足总、分两层级共同时间的、业务侧重点相同的 E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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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强化公司内部沟通，子公司遇到某些难处理的问题时，要及时向总部报告；

总部最新郑策、战略等信息也要及时下达给子公司。同理，公司各部门间也应做

好联络，确保信息高效传递。其次，公司对于信息系统的建设应具有时效性，对

于公司所处的内外部环境要实时分析，进行系统调整，确保信息传递有效，为企

业决策奠定基础。

6.5 强化公司内部控制监督机制

内部监督活动为组织持续改进内控状态提供了有效支撑。内部监督具有明显

的动态性和持续性，因此，建立动态的、持续的监督程序，确定关键监督环节是

十分重要的。结合 N公司现状分析及上文第五章得出的该要素评分结果，可以看

到 N公司对于内控缺陷的汇报、内部控制活动的持续监督评估情况的结果均不理

想，N公司的监督工作多只是按部就班地进行定期的监督，缺乏持续性监督，进

而影响到 N公司的内部监督机制无法真正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

因此，对于监督活动持续性不强，N公司应通过实施不定时检查活动，对公

司内控设计和运行效果进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具体可以

进行日常化监督、公司内控考核等不同阶段的监督活动，使公司内控监督体系更

加规范。首先,在 N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中，从种子的生产到储存再到售卖，都

应该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做好风险防范，使经营程序更加安全有效。其次，为了

更好地调动员工监督的积极性，公司可以把内控的履行情况和负责监督的职能部

门业绩评价相联系，通过设置评价标准，对应员工的履职情况，进行合理的奖惩，

有利于公司内部形成重视监督、自觉监督的氛围，使公司监督部门的作用发挥到

最大化。对于 N公司汇报与沟通内控缺陷方面存在的不足，应有针对性地解决。

N公司各级部门、员工应正确认识内控缺陷对企业目标完成的不利影响使十分巨

大的，作为公司内部人员，有着帮助公司排忧解难的义务，所以一经发现公司业

务、制度方面存在内控缺陷时，应第一时间与负责人联系，说明情况，有利于管

理者能在最短时间内了解并采取解决对策。内部监督部门应及时将监督报告提交

上层管理者，提高处理效率，保证企业正常经营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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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结论与不足

7.1 研究结论

本文以 COSO2013 内部控制整合框架、委托代理理论、控制理论作为研究的

理论基础，以五要素和十七项原则为指导，在结合 N公司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构

建了 28 个具体定性指标，然后对每个指标确定权重。再此基础上，利用模糊综

合评价法得出各指标的具体评分，通过计算将其最终结果作为定性评价值；在定

量评价方面，选取 8个能够反映公司不同财务能力的指标，进行定量估值，经计

算得到定量评价值。最后，将二者结果进行综合计算，得出综合评价值，并对此

结果做出分析。针对 N公司内控存在的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建议。本文

的研究结论具体有：

（1）本文通过对 N公司内控有效性进行评价，得出 N 公司内部控制虽然在

制度层面可以发挥引导作用，但是在内控执行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进行完

善。具体有：内控环境有待改善，公司对内部控制重视不够、员工对内控了解与

认知程度较低；风险评估机制有待完善，存在风险识别及预警机制不到位的问题；

内控活动有待优化，存在存货内控力度不够、授权审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信息

沟通机制缺乏有效性，内部沟通效率低；监督机制不完善，缺乏持续性内部监督、

内控缺陷沟通和报告不及时。

（2）经过综合评价的结果，得出目前 N公司内控处于良好状态，表现为基

本完整有效，与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比对，结果一致，进一步说明本文建立的

评价体系是适合 N公司的，得出的内控有效性数据是合理的。

（3）经过评价与分析，本文针对 N公司内控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条改善

建议：通过重视内控、增强员工内控意识、提高人员专业素质等优化内部控制环

境；强化风险评估机制，提升风险识别能力；通过加强存货控制、健全授权审批

机制等优化内部控制活动；完善内部沟通机制，提升公司信息沟通的有效性；强

化内部监督机制，对内部控制过程进行持续监督，及时沟通和报告内控缺陷。希

望以上建议，可以为 N公司内部控制的完善贡献一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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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在做了大量的文献研究和 N 公司实际情况调查的基础上

做出的，具有可靠的研究基础，但是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1）由于农业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其在生产、存货、销售等环节都存在着

方方面面的不确定因素，而且管理流程复杂，所以相较其他行业，内控评价也较

为复杂，内部控制的完善情况也需要后期的跟踪调查。本文在进行分析时，通过

实地走访、线上询问、搜集资料等方式获得了 N公司内控相关信息、数据，但因

为跟进时间等限制，无法获得所有信息。所以本文的研究分析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无法面面俱到。因而，就公司内控存在的不足给出的改善对策需实际验证。希望

在以后研究中能够规避某些因素的限制，获得更加全面详细的公司信息，构建更

完整的指标体系，对提出的改善措施能够实际验证，对比有效性符合情况，就 N

公司内控执行情况能持续跟进与分析。

（2）在研究方法上，选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数据主要通过专

家打分法和调查问卷法得来。但是这两种方法受有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如在确定

权重时，比较两两指标谁更重要，不同专家受主观影响，所持的观点也有所不同。

在对内控评价体系进行打分过程中，由于所在部门、职位、经验不同，对公司内

控真实情况的了解存在差异，因而也影响打分的结果。

因此，希望以后能借鉴和使用更客观的方法，能够对农业行业其他企业的内

控有效性进行整体研究，建立更加科学客观的评价体系，为农业上市公司的持续

健康发展提出更加有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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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时光飞逝，转眼间研究生三年的生活接近尾声，在母校七年的学习生涯也即

将结束。母校承载着我梦想，希冀，给了我一个学习知识、开拓视野的平台，从

本科到研究生，自己收获颇多，尤其是研究生三年的学习，丰富了我的知识体系，

提高了学习方法和效率，在生活方面也得到了成长。成功完成论文写作的背后遇

到过各种各样亟需解决的问题，好在好事多磨，好在有老师和同学的帮助，吸纳

了很多有用的建议，十分感激他们的帮助。

首先，最应该感谢的便是我的导师，自研究生入学以来，一直引领我全方位

的进步。感谢恩师选我入师门，深感荣幸。三年来，在学业、生活和为人处世等

方面悉心教导，为我的成长付出了很多。作为跨专业的学生，从入校第一次跨专

业考试导师给我赠送用书，在每次师门研讨会上对于我提出的疑惑和问题都一一

详尽解答，教我从审计基础理论入手，逐步建立兴趣和信心掌握专属的学习方法

和技巧；每次交谈，都会关心我们平时的饮食和睡眠、运动，希望我们在校园中、

宿舍里健康生活、快乐过好每天。不论是在私下还是师门聚在一起，都会传授我

们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教我们与人沟通、脚踏实地做事、宽容待人。论文的

撰写过程，从选题、定案例企业等基础环节到论文定稿，每次遇到自己解决不了

的困难首先就想起导师，老师把耐心和精力用知识、理论给了我和像我一样的师

门同学。

其次，要感谢研究生期间每门课程的授课老师。他们尽心竭力，倾囊相授，

引导我建立起了对审计这门学科的兴趣并学到了更多的理论知识，有了更深的知

识体系，这些都为我毕业论文的撰写打好了基础。在论文写作期间，各位老师提

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让我能更有针对性的完善论文。再次，感谢 N公司相关部

门及工作人员的支持，我的论文可以顺利完成是基于他们提供的真实完整的内部

材料，感谢公司的专家们认真地完成了打分表与调查问卷，助力我的论文撰写。

最后，感谢一直以来陪伴和给出建议帮助我构建指标体系、完善论文框架的

同学、朋友，感谢一直默默付出、支持和包容我的爸妈及其他亲友，有了成长的

港湾才让我有学习和蜕变的动力。总之，论文的完成离不开所有关心我的人们的

支持，在这里再次向你们表达我深深的谢意！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会谨记学校的

教导，学以致用，努力工作，迎接新的挑战，做一名合格的审计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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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N 公司内部控制调查问卷

尊敬的各位：

你们好！十分荣幸邀请到各位填写此问卷，因本人硕士毕业论文是以贵公司

为案例企业，为了帮我对贵公司的内控体系有进一步的了解，希望各位能根据您

对 N公司的生产经营及内控运行现状的掌握，客观地填写本问卷，十分感谢您！

请各位严格对照内控体系，对下表中的具体指标依据重要程度打分：

0 --不重要；1 --轻微重要；2--较重要；3--十分重要；4 --特别重要。

附录 1 指标重要性打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要性打分

控制环境 企业精神文化建设

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监督

企业组织架构及权责分派体系

组织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人力资源政策

人员素质

内部控制被了解和重视程度

风险评估 目标的设立

风险识别能力

风险分析能力

风险应对能力

信用风险评估

识别和分析农业政策的变化

控制活动 农产品物流成本控制

授权审批控制

全面预算管理控制

采购与付款控制

种子生产质量管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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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要性打分

控制活动 销售与收款控制

仓储与存货控制

自然风险控制

信息与沟通 信息系统的建设情况

财务会计信息质量

农业信息技术的自动化程度

有效信息的传送沟通效率

监督 内控活动的持续评估情况

内部监督的有效性

内控缺陷的沟通与报告情况

请各位客观地将以上各项要素与 N 公司实际内控运行情况进行对比，真实

打分进行评价，每一区间代表该内控要素的完成状况：

（80-100）：优；（60-80）：良；（40-60）：一般；（20-40）：差；（0-20）：

非常差。请各位以对公司实际状况的了解，选择下列合适的区间打钩。

附录 2 内控运行情况打分

评价指标 评价得分

优秀

（80-100）

良好

（60-80）

一般

（40-60）

差

（20-40）

非常差

（0-20）

1.控制环境

企业精神文化建设

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监督

企业组织架构及权责分派体系

组织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人力资源政策

人员素质

内部控制被了解和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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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评价得分

优秀

（80-100）

良好

（60-80）

一般

（40-60）

差

（20-40）

非常差

（0-20）

2.风险评估

目标的设立

风险识别能力

风险分析能力

风险应对能力

信用风险评估

识别和分析农业政策的变化

3.控制活动

农产品物流成本控制

授权审批控制

全面预算管理控制

采购与付款控制

种子生产质量管理控制

销售与收款控制

仓储与存货控制

自然风险控制

4.信息与沟通

信息系统的建设情况

财务会计信息质量

农业信息技术的自动化程度

有效信息的传送沟通效率

5.内部监督

内控活动的持续评估情况

内部监督的有效性

内控缺陷的沟通与报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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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2 一级指标判断矩阵
	X
	X1
	X2
	X3
	X4
	X5
	Wi权重
	X1
	1
	3
	2
	4
	3
	0.3947
	X2
	1/3
	1
	2/1
	3
	2
	0.1704
	X3
	1/2
	2
	1
	3
	2
	0.2393
	X4
	1/4
	1/3
	1/3
	1
	1/3
	0.0668
	X5
	1/3
	1/2
	1/2
	3
	1
	0.1289
	内部控制一级评价指标即内控五要素，经计算λmax=5.1641，CR=CI/RI=0.0366<0.
	表5.3 控制环境权重表
	X1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Wi权重
	X11
	1
	3
	1/3
	1/2
	3
	1/3
	1/2
	0.1027
	X12
	1/3
	1
	1/3
	1/2
	3
	1/3
	1/4
	0.0704
	X13
	3
	3
	1
	1
	3
	2
	3
	0.2512
	X14
	2
	2
	1
	1
	3
	2
	2
	0.2099
	X15
	1/3
	1/3
	1/3
	1/3
	1
	1/3
	1/3
	0.0483
	X16
	3
	3
	1/2
	1/2
	3
	1
	2
	0.1787
	X17
	2
	4
	1/3
	1/2
	3
	1/2
	1
	0.1387
	表5.4 风险评估权重表
	X2
	X21
	X22
	X23
	X24
	X25
	X26
	Wi权重
	X21
	1
	1/2
	1/3
	1/2
	1/2
	2
	0.1002
	X22
	2
	1
	3
	2
	1
	2
	0.2611
	X23
	3
	1/3
	1
	1/2
	1/2
	2
	0.1385
	X24
	2
	1/2
	2
	1
	3
	2
	0.2381
	X25
	2
	1
	2
	1/3
	1
	2
	0.1788
	X26
	1/2
	1/2
	1/2
	1/2
	1/2
	1
	0.0833
	对风险评估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得到λmax=6.5056，CR=CI/RI=0.0802<0.1，达到
	表5.5 控制活动权重表
	X3
	X31
	X32
	X33
	X34
	X35
	X36
	X37
	X38
	Wi权重
	 X31
	1
	1
	1/3
	1/2
	1
	1/2
	2
	3
	0.1037
	 X32
	1
	1
	2
	3
	4
	2
	3
	2
	0.2327
	 X33
	3
	1/2
	1
	2
	3
	2
	3
	2
	0.1940
	 X34
	2
	1/3
	1/2
	1
	3
	3
	4
	2
	0.0615
	 X35
	1
	1/4
	1/3
	1/3
	1
	1/2
	1
	2
	0.0669
	 X36
	2
	1/2
	1/2
	1/3
	2
	1
	2
	3
	0.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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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3
	1/3
	1/4
	1
	1/2
	1
	2
	0.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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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2
	1/2
	1/2
	1/2
	1/3
	1/2
	1
	0.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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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6 信息与沟通权重表
	X4
	X41
	X42
	X43
	X44
	Wi权重
	X41
	1
	1/2
	2
	2
	0.2628
	X42
	2
	1
	3
	3
	0.4554
	X43
	1/2
	1/3
	1
	1
	0.1409
	X44
	1/2
	1/3
	1
	1
	0.1409
	表5.7 监督权重表
	X5
	X51
	X52
	X53
	Wi权重
	X51
	1
	1/3
	2
	0.2493
	X52
	3
	1
	3
	0.5936
	X53
	1/2
	1/3
	1
	0.1571
	5.3.2模糊综合评价

	各层级评价指标的评价值是以经过计算得到具体数值，而评价总目标是各个
	具体评价指标评价值的加权平均数，因此评价指标的数值越高对评价总目标的贡
	献越大。上一章节已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本部分就是确定指标的具体评价值。从以下四步骤进行：
	（1）建立评语集：M={M1，M2，M3…Mn}，有n种可能的评价结果，经参考内控相关规范及指引，设
	（2）建立评价因素集
	评价指标实质上是影响评价对象的主要因素，某一评价指标的变动都会对评价对象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建立因
	（3）确定隶属度
	隶属度，是指由内控评价人员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将设定的各评价指标与评语一一对应，得出N公司各层级定性评价
	表5.8 N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指标隶属度矩阵
	指标体系
	评语隶属度
	目标层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优
	良
	中
	较差
	差
	N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
	控制环境
	企业精神文化建设
	0.5
	0.3
	0.2
	0
	0
	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监督
	0.4
	0.3
	0.2
	0.1
	0
	企业组织架构及权责分派体系
	0.4
	0.3
	0.1
	0
	0
	组织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0.3
	0.3
	0.4
	0
	0
	人力资源政策
	0.2
	0.3
	0.3
	0.2
	0
	人员素质
	0.4
	0.2
	0.3
	0.1
	0
	内部控制被了解和重视程度
	0.3
	0.3
	0.3
	0.1
	0
	风险评估
	目标的设立
	0.6
	0.3
	0.1
	0
	0
	风险识别能力
	0.3
	0.4
	0.3
	0
	0
	风险分析能力
	0.3
	0.5
	0.2
	0
	0
	风险应对能力
	0.4
	0.3
	0.3
	0
	0
	信用风险评估
	0.4
	0.3
	0.3
	0
	0
	识别和分析农业政策的变化
	0.5
	0.4
	0.1
	0
	0
	控制活动
	农产品物流成本控制
	0.4
	0.4
	0.2
	0
	0
	授权审批控制
	0.3
	0.4
	0.2
	0.1
	0
	全面预算管理控制
	0.5
	0.3
	0.2
	0
	0
	采购与付款控制
	0.4
	0.4
	0.2
	0
	0
	种子生产质量管理控制
	0.6
	0.3
	0.1
	0
	0
	续表5.8 N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指标隶属度矩阵
	指标体系
	评语隶属度
	N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
	控制活动
	销售与收款控制
	0.4
	0.3
	0.2
	0.1
	0
	仓储与存货控制
	0.3
	0.5
	0.2
	0
	0
	自然风险控制
	0.3
	0.4
	0.2
	0.1
	0
	信息系统的建设情况
	0.5
	0.2
	0.3
	0
	0
	财务会计信息质量
	0.4
	0.3
	0.3
	0
	0
	0.4
	0.4
	0.2
	0
	0
	0.3
	0.4
	0.3
	0
	0
	内控活动的持续评估情况
	0.3
	0.4
	0.3
	0
	0
	内部监督的有效性
	0.5
	0.2
	0.3
	0
	0
	内控缺陷的沟通及报告情况
	0.4
	0.2
	0.3
	0.1
	0
	“企业精神文化建设”
	5.3.3 定量指标估值

	（1）定量指标权重赋值
	对定量指标权重赋值，本文通过查阅国资委发布的2019年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表5.10），与N公司的实
	表5.10 国资委2019年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
	财务指标
	优秀值
	良好值
	一般值
	较低值
	较差值
	总资产报酬率Y11
	8.6
	7.2
	4.3
	3.0
	-4.8
	销售净利率Y12
	18.4
	12.6
	5.4
	-0.4
	-8.0
	净资产收益率Y13
	13.4
	10.5
	6.9
	4.0
	-5.6
	速动比率Y21
	1.45
	1.18
	0.77
	0.65
	0.45
	资产负债率Y22
	49.0
	54.0
	64.0
	74.0
	89.0
	应收账款周转率Y31
	24.6
	17.0
	9.0
	4.7
	1.3
	总资产周转率Y32
	1.4
	0.9
	0.4
	0.3
	0.1
	营业收入增长率Y41
	24.3
	17.6
	9.8
	-1.1
	-13.4
	（2）定量指标估值
	根据本文第三章搜集的N公司2019年度各财务指标值，与国家大型企业绩效评价标准相比对，得到N公司各财
	表5.11 N公司2019年度财务指标的得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比率
	分值
	盈利能力指标Y1
	总资产报酬率Y11
	4.7
	60
	销售净利率Y12
	6.32
	60
	净资产收益率Y13
	4.56
	40
	偿债能力指标Y2
	速动比率Y21
	1.14
	60
	资产负债率Y22
	66.68
	40
	营运能力指标Y3
	应收账款周转率Y31
	5.57
	40
	总资产周转率Y32
	0.75
	60
	发展能力指标Y4
	营业收入增长率Y41
	49.02
	100
	依据上表进行计算，定量指标分值为：
	Y定量=（60+60+40）/3*30%+(60+40)/2*30%+(40+60)/2*20%+1
	   5.4 综合评价

	在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中，定性指标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对最终的评价结果可能带来一定的偏差，但定性评价指标能
	6改善N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6.1增强内部控制意识，提高人员素质
	6.2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强化风险控制
	6.3确定关键控制点，优化内部控制活动
	6.4提升公司信息沟通机制的有效性
	6.5强化公司内部控制监督机制
	7研究结论与不足
	7.1研究结论
	7.2研究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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