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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摘  要 

随着国家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金融业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和乡村振

兴战略的稳步实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都对农村信用社提出了更高要

求。作为金融助农、惠农工程的主力军，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一直不遗余力地创新

金融产品、提高信贷服务水平，并获得了广泛认可和支持。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也不得不面临信贷违规案件频发、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等问题。

有鉴于此，加强信贷业务内控体系建设、优化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管理对于甘肃省

农村信用社的可持续发展亟为重要。 

本文以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和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相关理论为基础，从现实角

度出发，剖析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发展现状和主要问题，运用层次分析法

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数理模型，对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定量

分析，并据分析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建议。第一，本文从组织架构、信贷业

务、内部控制流程等方面系统梳理了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现状。

第二，选取评价指标，构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模型，对其

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评价，发现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在内部环境控制、风险评估、内

部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和监督管理等方面还存在问题。第三，针对现存问题，按

照有效性、安全性、合规性目标和全面覆盖、限制权衡、信息公开透明原则提出

了针对性、系统性优化方案。第四，为保障优化方案的顺利执行，本文还从管理

制度、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层面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 

本文构建的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模型，和模型评价分析结果，

以及据此提出的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将对国内其他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

的经营和发展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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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opening degree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the steady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production and life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As the main 

force of financial projects to help and benefit agriculture, Gansu Provinc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have been sparing no effort to innovate 

financial product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credit services, and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nd supported. However,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Gansu Provinc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also have to face problems 

such as frequent credit violation cases and high non-performing loan rate. 

In view of this, it i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of credit business and optimize the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of credit busines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ansu 

Provinc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Based on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related 

theories of internal control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main problems of credit business of Gansu 

Provinc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from a realistic perspective, use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build a mathematical model, and conduct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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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control of Gansu Provinc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some targete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irstl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internal control 

status of credit business of Gansu Provinc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from the aspect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credit business and internal 

control process. Secondly, the evaluation index is selected to construct the 

internal control evaluation model of credit business of Gansu Provinc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and the internal control situation is evaluated.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in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al 

control, risk assessment, internal control activiti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Gansu Province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Thirdly,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 

targeted and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scheme is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objectives of effectiveness, security, complia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comprehensive coverage, restriction and balance, and information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Fourthl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this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safeguard measures from the aspects of management system, 

human resources and corporate culture.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internal control of credit business of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results of model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as well as the proposed optimization sche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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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control of credit business will provide som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redit business of other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in China. 

Keywords：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Credit business; The 

intern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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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作为一种银行业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主要采取筹集农村闲散资金的方式来

满足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农业生产过程中对资金的小规模、零散性需

求，为其提供金融服务。自 2020 年 2 月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农村信

用社改革，在强化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支农主力军作用的同时，从多渠道实施全面

风险管理。随着国家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金融业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和

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实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都对农村信用社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其中信贷业务是农村信用社提供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这既是商业

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业务，也是银行保持资金流灵活稳定和提高盈利水平的主要手

段，一般包括授信、信贷和担保三类业务内容。根据中银协披露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19 年 12 月，全国农信机构存贷款规模均位居全国银行业首位，各项贷款余

额占全部商业银行贷款余额总额的比重达到 12.23%，涉农贷款余额占全部商业

银行涉农贷款余额总额的比重达到 29.21%，且表现出显著的服务“三农”、服

务小微企业的普惠金融特性。 

企业管理中的内部控制一般是指企业为保证内部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正常进

行，首先对内部环境、内部控制活动、内部信息沟通、监督和风险情况五个要素

进行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结果采取一系列风险防范化解措施的过程。而银行业金

融机构，由于其经营业务本身具有独特的高风险性，通过完善的内部控制建设，

可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尤其是农村信用社，由于其建立时间早，股权结构混乱，

更容易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具体来说，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就是信用

社为保障信贷业务顺利开展、降低信贷风险，通过制定完善系统的规章制度、业

务办理流程等并加以贯彻执行，从而达到风险控制、正常经营目的的动态过程。

该过程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构建并完善信贷业务管理制度、风险识别防控体系、

贷前、贷中、贷后管理体系和信贷业务监督反馈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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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目前共有 2084 个营业网点，22000 多名从业人员，服务

范围遍布甘肃省城乡各处，相较于甘肃省其他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在从业人员

数量、网点分布广度和农业农村金融服务便捷程度等方面都具有较大优势。数据

显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为农户提供贷款的总额占甘肃全部金融机构提供的农业

贷款总额的九成以上。在过去十多年中，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经历了改革等重大变

化，自身一直努力致力于内控建设，政府监管力度也不断加强。但是，在这一过

程中，人们发现农村信用社目前存在较为严重的操作风险管理问题，尤其是在信

贷业务上，在信贷业务管理制度和风险识别与防控制度的制定和具体实施上，存

在较大改进的空间。而信贷业务作为其主营业务，需重点关注信贷业务方面的内

部控制，在确保信贷业务合规开展的红线基础上，保障信贷资产安全，防范信贷

业务风险。 

1.1.2 研究意义 

本文以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

部控制现状，总结剖析存在的问题和背后的原因，并提出改进建议。从理论意义

上来说，本文丰富了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的研究，在过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定

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角度出发，以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为研究对象，

所得结论将可对内部控制理论相关研究进行有益补充。从实践意义来说，本文综

合分析了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管理现状，以其实际信贷风险案件为基础明

确了风险原因和主要风险管控薄弱环节，并据此提出了管理优化建议，将有助于

切实提高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管理水平。同时，本文通过甘肃省

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的具体研究，为同类型企业提供参考建议及相关经

验。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1.2.1 研究思路 

本文以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的内部控制为研究基础，通过查阅关于金

融机构内部控制理论、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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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根据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现状，使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分

析其存在的问题和背后的原因，并据此提出改进建议和保障措施。目的在于解决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规避可能的信贷风险，从而有助

于实现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的安全平稳运营。 

本文共包括 7 个章节，各章节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论文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国内外研究现

状。其中，国内外研究现状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理论、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农村

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三个方面进行总结归纳； 

第二章为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主要介绍信贷风险、信贷风险内部控制的概

念，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约束机制； 

第三章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现状，从基本情况、组织架构、

经营情况 3 个角度介绍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的概况，从业务基本情况、业务流程 2

个方面介绍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的概况，从内部控制环境现状等方面介绍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的情况。 

第四章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模型，为进行模糊综合评

价，选取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构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

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模型，从准则层、指标层出发，确定指标的综合权重。 

第五章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效果，使用 YAAHP 软件，进

行模糊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分析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存在的

问题及背后的原因； 

第六章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根据前文对甘肃省

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总结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方案。 

第七章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实施的保障措施，从

制度、人力资源和文化 3 个方面提出保障措施。 

1.2.2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文章将梳理整理有关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理论、金融机构

信贷业务、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的文献，总结归纳现有关于金融机构内

部控制和信贷业务、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等相关研究的研究方向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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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基础。 

（2）专家咨询法。本文将主要在构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

评价模型过程中应用专家咨询法，即通过咨询金融领域专业人士、甘肃省农村信

用社高层管理人员和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意见，进行银行业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

价指标的选取和各指标权重的确定，构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模

型，进而获得评价结果。 

（3）定量研究法。在研究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相关的问题

中，基于一手数据，通过指标选取、模型构建、权重确定等方式，将定性的表述

转化为定量的数据，使用 YAAHP 软件进行效果评价，分析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

贷业务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1.3 文献综述及评价 

1.3.1 关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相关研究 

1998 年巴塞尔委员会首次于《银行组织内部控制系统框架》中提出了“银

行内部控制”这一重要概念，随后国内外诸多学者便围绕这一概念展开了大量相

关研究。Harboed（2001）重点研究了银行的内部控制理论，认为内部控制含义

是广泛的，应将银行独具特色的内部控制内容包括在内，例如风险管理、内部审

计等都是银行内部控制内容应考量的重要因素。Koutoupis（2009）通过研究国

际上大型企业对于内部控制制度改进的需求，认为内部控制理论需要不断与时俱

进，满足企业不断发展的需求，使得企业可以架构属于本企业独具特色、与时俱

进的内部控制制度。Udi Hoitash、Rani Hoitash（2011）通过考察公司内部环境治

理情况发现企业中存在影响其内部控制管理水平的两种关系，一种是公司财务报

告数据与内部控制制度缺陷披露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董事会、审计部门行为和

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 

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在国外主要由民间协会推动，在我国则主要由政府部门

或监管部门主导发布。2001 年财政部发布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

（试行）》，对“内部会计控制”这一概念进行了定义，指出内部会计控制的目

标是保护资产完整性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手段是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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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和程序，并对“内部会计控制为主、兼顾相关内容控制”的原则进行了明确。

随后《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于 2002 年就商业银行领域的内部控制管理的概

念进行了明确，即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是指银行机构为保障经营活动顺利开展、实

现经营战略目标、降低管理风险等，通过制定完善系统的规章制度、业务办理流

程等并加以贯彻执行，从而达到控制经营风险、维持组织正常运转目标的动态过

程。2014 年银监会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中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管理概

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明确指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管理工作要想实现预期控制

目标，必须首先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完善、系统的制度和体系，而相关制度、体系

的构建需要上至银行董事会、下至一线业务员等全体员工的参与。王少明、黄敬

梓（2000）认为主要由思想道德建设、信贷资产质量和金融风险量化指标三个方

面的因素对农村信用合作社信贷风险内部控制管理成效产生影响，因而应从这三

方面入手构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信贷风险内部控制体系。 

可以看出，国内外关于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的定义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三者

的界定都涵盖了以下信息：第一，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内部控制的目的是降

低组织风险、实现组织经营目标；第二，进行内部控制需制定一系列制度，实施

一定的举措；第三，内部控制管理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组织全体员工参与进来。 

1.3.2 关于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相关研究 

信贷业务又可以称为信贷资产或贷款业务，是构成金融机构资产业务中最重

要的部分，通过发放贷款、收回贷款本金和利息，并以扣除成本后的所得作为利

润，所以信贷业务是金融机构的主要赢利手段。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以下三方

面展开对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研究： 

（1）信贷业务发展研究 

在信贷业务发展的相关研究中，Tamura K , Tabakis E（2010）概述了使用信

用债权作为抵押品所涉及的信贷业务竞争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与公共和私营部门

为便利在欧元区使用信用债权而采取的一些措施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欧洲信贷业

务在欧元区市场上的竞争力非常强。Mcnulty、Akhigb（2001）提出假设小型社

区银行在评估和监控信用信贷业务质量方面具有信息优势，又被称为信息优势假

说（IAH）。 Berger、Udell（1996）研究金融服务机构对农村相关的企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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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信贷服务的现状及发展方向，提出金融服务机构应该强化对风险控制前提下，

为更多的对农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资金，发展农业相关产业。Gilbert、Kliesen

（2003）通过实证研究的定量分析找出了金融机构信贷要素，以美国农村种植经

济、生产等多方面经济衡量要素，对美国农村经济促进作用较大。Werner、Oscar

（1999）对墨西哥和智利银行进行环境战略分析，分析了墨西哥和智利商业银行

的内外部盈利效率及其在危机时期的行为战略措施，最后得出从资产回报率

（ROA）和股权回报率（ROE）衡量的结果来看，效率最高的银行集中在危机时

期的失业率上。  

国内学者在研究信贷业务时，大多会关注政策环境对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业务

的影响。仇兆燕（2020）认为农村信用社通常情况下是一个以盈利作为目的以及

经营存款作为主要业务的金融机构，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整会对现有银行日常经

营发展带来非常大影响。鄢秉松（2020）提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会影响农村信用

社自身货币信贷规模，从而对农村信用社在经营中的资本充足率带来影响。宁美

容（2020）认为中央银行对农村信用社进行信贷规模的调控会对农村信用社自身

流动性造成一定影响，并且一般而言，中央银行会采取一定措施使农村信用社的

规模保持在合理范围。李婧（2020）认为农村信用社运营效率和自身信贷规模之

间会呈现出反比例关系。而农村信用社运行效率也同贷款规模之间呈现出正向关

系，所以可以看出中央银行对农村信用社货币信贷规模会产生出不同程度影响。 

另外，国内学者还较为关注提高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运营效率方面的研究。童

元保、齐伟娜（2014）以海南省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业务为主要研究对象，就其

创新情况和运营经验进行了系统分析、梳理和总结，认为为保障农村信用社小额

信贷业务的可持续发展，银行应着手从业务绩效评价、人才队伍建设、贷款结构

调整优化等角度入手改善银行的小额信贷业务管理工作。许诺、袁潮清（2019）

采用资本市场线模型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运营效率进行了测算，最后得出未来商

业银行在信贷业务中应考虑参考和使用投资组合理论。阚胜国、冯巍威（2020）

将研究视角投向线上信贷业务，通过对北京 38 家上线了该业务产品的商业金融

机构进行调查，得到的关于创新破解个人线上信贷业务征信合规难题的结论对该

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房颖（2021）通过构建了“金融科技赋能-软信息约

束-抵押要求-小微企业信贷”链式中介模型，并采用问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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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环境对该模型的调节作用，为金融科技优化信贷资金配置提供了银行视角的

理论解释。刘昊（2021）通过构建商业银行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商业

银行绿色信贷和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商业银行发

展质量提升，但开展绿色信贷会提升商业银行运营成本，从而对商业银行发展质

量产生负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开展绿色

信贷业务，在特定时期内会促进商业银行发展质量提升。黄晓梅（2010）就新农

村建设对我国金融机构小额信贷业务提出的新要求进行了分析，明确了农村经济

发展的需求，并为农村小额信贷产品及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具有有效性、可

行性的发展建议。 

（2）信贷业务风险管理及内部控制研究 

Ahmed 、Ali Malik（2015）分析了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与贷款质量间的

关系，认为保证条件、客户评估、还款政策和信用风险是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管理

的主要维度。Siqani、Sekiraca（2016）信贷风险管理工作是否卓有成效将会对商

业银行经营运转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建设一套符合自身要求的信用风险管理系统

来降低风险水平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很有必要。Sekar、Balachandran（2014）得出

信贷风险内部控制薄弱是造成不良贷款率持续攀升的首要原因。Bezemer（2020）

认为信息不对称很容易造成道德性风险，导致客户资料虚假骗取信贷等方面的不

良性问题产生。Skvortsova（2020）表示当前金融机构如银行开展信贷业务时所

面临的风险还表现在政策性风险。Katsimperis（2020）认为商业银行在面对中央

银行信贷规模调控中，自身部门条线增强，规模现象比较突出，对规模调控也带

来了一定难度。Miguel（2019）认为目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调控，对商业银行

自身管理和控制带来了一定难处，无形之中增加了调控风险，对商业银行在进行

信贷规模计划制定中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增加了信贷规模实施中的风险。

Bahadir（2019）认为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贷款新规定在推动商业模式转型

过程中，也可能会限制银行信贷业务的规模，从而桎梏了商业银行的进一步扩大

和发展。 

在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管理优化方面：Simone Berardi（2017）指出，管理水

平落后，信贷风险控制力不足和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阻碍着商业银行的发展。其

原因主要在于银行内部缺乏风险防控意识，风险控制执行不够且风险管理能力欠



兰州财经大学 MBA学位论文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优化研究 

 8 

佳。Alexeev 等（2017）通过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发展至今，信贷结构已基本合

理，但信用风险仍处在高风险区间。通过建立信贷风险分析模型可以将风险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进而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Swepnl 和 Kulkar（2014）

认为美国经济危机对于银行信贷业务产生了不利影响，降低了信贷资产的质量，

因此银行必须采取措施优化内部控制管理，才能尽可能平稳地度过危机。Nguyen 

Linh（2017）聚焦信用风险管理研究，指出越南发投银行存在资产分类标准老旧、

信息传达系统尚不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未被很好落实等问题。Richard（2017）

分析指出银行内部控制松散、管理人员对控制工作的忽视、人员配置忽视不相容

岗位分离和内部控制环境较差等缺陷是导致 2008 年法国兴业银行欺诈案的主要

原因。 

国内学者在近几年也格外关注信贷业务的风险管理和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

研究。赵丽（2012）认为信贷风险是国有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应对的重

要风险，需要重点对其进行管理，指出要从信贷业务办理流程的每个环节着手对

信贷风险内部控制体系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优化，并要对贷款的全过程进行层

层把控，形成风险防范和监控体系。郑岩、杨志宏（2020）认为农村信用社在开

展信贷业务时也可能存在较大风险发生，主要是一些贷款主体并不具备对应的偿

还能力，但还是采用各种形式来进行贷款，有的采用虚假材料来骗取农村信用社

信贷资金的借款道德性行为，同时也表现在一些具备偿还能力但是并不能够及时

有效偿还农村信用社的借款。霍红（2020）认为目前国内农村信用社在开展信贷

业务中存在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所带来群体效应的风险，对信贷业

务发展存在着非常强的影响作用，对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发展中资产质量变化带

来一定影响。杨喜孙、薛瑞鑫（2007）梳理了当前商业银行小额信贷业务办理中

主要存在的问题，从建立信贷风险防范机制、放松利率管制、健全农村信用体系

等方面提供了农村信用社信贷管理优化建议。林力（2009）经过研究后指出，农

村信用社应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信贷风险控制上来，并综合考虑我国农村信用社改

革现状，就农村信用社信贷风险管理体系优化的方向和举措提出了有益建议。杨

峰（2011）认为支农绩效不足、利率机制不完善、农村信贷环境缺乏建设等是阻

碍我国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业务开拓市场、稳健发展的重要原因，并据此提出了

相关建议，即农村信用社应首先明确其小额贷款业务的发展目标和原则，然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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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基础上逐步优化产品管理、服务管理、风险管理等各个环节的管理工作。马小

南（2013）将影响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业务管理工作的风险因素分为系统性和非

系统性两类，以期明确其中对银行信贷风险内部控制最关键的一系列因素，然后

在此基础上，提出农村信用社应当从改革法人治理结构、优化制度环境、健全风

险评估机制、制定风险转移和分散机制等思路入手，加强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业

务内部控制机制的建设，从而有效防范化解小额信贷业务风险。 

1.3.3 关于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的相关研究 

陈福明（2005）等提出农村信用社改革要想进一步深化，必须统筹好以下内

容：第一，优化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第二，明确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目标和定位，

即助力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第三，构建完善的内部控制管理机制；第四，进一步

突出机构助农、惠农的服务功能；第五，改革过程需与当地实际经营发展环境相

关联，要与当地金融环境发展变化步调一致；第六，农村信用社的体制改革与运

行机制的完善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李崇刚、王晓静（2017）考察了农村信用社

信贷业务工作的全流程，系统梳理了各环节的主要工作，希望建立一套完善的内

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来帮助农村信用社进行信贷业务内部控制。张蕴萍（2011）

研究发现一般情况下为降低信贷风险、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农村信用社等涉农金

融机构往往会要求贷款农户提供价值相当的担保，因此建立健全信贷业务中的担

保机制也是提高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水平的重要内容。沙甲先（2005）

提出，就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而言，该概念是指信用社内部各部门、各人员为实

现预期经营目标而采用制定和使用一套完整的流程和体系，把各种风险降低、管

控和评价的动态过程与机制。钟红涛（2005）开展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农村信

用社内部控制机制不够完善以致阻碍了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因在于银行重

“三会”制度建设，轻“三权”制度制约；重资本管理，缺少资本发言；重内部

约束机制，轻视激励机制，并就此提出相应的内控制度改造意见。张守军（2005）

认为只重视眼前短期利益而忽视对短期利益背后风险的控制，将导致农村信用社

遭受巨大损失，内控制度在信贷体系中的建立流于形式。杨文静（2013）指出农

村信用社要想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管理，首先应优化其管理理念，在缺乏先进风

险控制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应尽快着手加强风险文化建设、健全风险控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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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建立全面风险控制体系。陈文（2016）提出要想实现农村信用社发展目标，

必须要使用较为科学的风险管理办法同时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并以此

为基础展开内部监督管理控制。段文辉（2015）认为商业银行可从以下三个方面

入手进行个人信贷风险控制：第一，配合完善国家征信管理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

第二，助力优化当地金融环境；第三，建立健全银行个人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体系。

高峰（2013）指出农村信用社是助力实现农村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对

于农村农业和当地中小企业的良性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农村信用社应精准定位

于“服务涉农客户”，构建起更为精细、专业的信贷管理模式，优化信贷业务办

理流程，搭建小额贷款运营平台，不断优化其涉农服务和管理工作。王亦工、赵

明明（2011）对农村金融机构全面信贷风险内部管理策略进行了阐释，认为其主

要包括树立动态信贷风险治理理念、完善全面的制度建设、建立全面的预警机制，

同时还要推进信贷风险内部管理专业性人才的团队建设。 

1.3.4 文献综述 

通过对上述关于金融机构内部控制、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农村信用社信贷业

务内部控制的文章进行研读、归纳、总结、分析，可知国内外研究人员已在信贷

业务发展、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领域展开了全面研究，且研究成果较为显著。

但纵观前人研究，研究主体大多是面向企业和行业的，增加有针对性的具体案例

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可以丰富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相关研究成果。有鉴于此，本

文将以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这一具体机构的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管理情况作为实际

案例，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其现状进行研究和评价，所提优化建议更具有针对

性，也有助于尽可能更好地获得具体机构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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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信贷风险 

信贷风险是指在信贷业务办理全过程中，由于借款人或借款企业受到内外部

环境因素影响导致其无法按期足额还款从而给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的风险。

这是商业银行在提供信贷服务中将主要面临的风险类型。信贷风险不是在某一个

时刻突然产生的，而是在贷款关系成立时就已产生，是不断萌芽、积累直至发生

的一个动态过程。一般信贷风险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非市场性风险，即社

会环境或自然环境变化对借还人还款能力产生了不良影响从而导致的风险；第二，

市场性风险，即市场环境或技术条件变化等对借还人还款能力产生了不良影响从

而导致的风险。信贷风险通常客观存在与信贷业务办理的每个环节中，具有隐蔽

性、扩散性特征，但处理得当时信贷风险同样具有较强的可控性。为实现信贷风

险的有效控制管理，国内外相关学者和金融机构普遍将其分为 5 级，按风险程度

由低到高分别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并着重对次级风险、可疑风险

和损失风险进行控制管理。从单纯追求利润的管理模式转变为看重风险调整后的

利润，从单纯的定性分析转变为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从单一业务过渡到组合风险

管理，从而降低风险水平，同时保证经营效益，实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业

务的盈利能力最大化。 

2.1.2 信贷业务内部控制 

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的本质就是从信贷业务的事前、事中、事后 3 个阶段出发，

通过建立信贷业务监管机制、优化管理程序和方法等一系列手段，将信贷风险及

其不良影响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从而实现银行信贷业务经营管理的目标。信贷

业务内部控制是一个系统性的机制，具备成套的程序或环节，同时作为一种预警

机制，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构建内部控制体系时，必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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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体系同时具备现代化、全面性和效率性的特点，才能切实提高内部控制管理水

平。另外，为保证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在设计时还需保持一定的独

立性，确保内部控制在运行过程中，不受外界的干扰。 

2.2 相关理论 

2.2.1 委托代理理论 

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劳动分工日益精细，同一企业所能经营的业务类

型渐趋收窄，对生产经营的专业化、精细化程度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劳动分工

产生了一批具备专业能力的代理人，这就为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创造了环境。

1932 年，美国经济学家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对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

分离后的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做出了经济学的分析，奠定了委托代理

理论的理论基础。 

所谓委托代理关系是指当一个主体（委托人）借助契约关系，雇佣另一个主

体（代理人）为其工作，这两个主体之间就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委托人和

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类型，可将委托代理模型划分为逆向选择模型（即签约

之前产生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模型（即签约之后产生信息不对称）。委托代

理关系在解决旧有问题的基础上，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委托代理问题，如委托人

和代理人由于目标不一致导致的代理人行为偏差等。而代理人在受委托过程中是

否认真负责、任期长短以及代理人的风险偏好类型、资产组合方式等都会引发一

系列代理问题。从治理链和经营链来看，如图 2.1 所示，职业经理人和组织所有

者会构成委托代理关系，负责企业与伙伴、客户用户之间的生产经营，并和员工

构成雇佣关系。对于农村信用社而言，信贷业务的办理过程涉及到的信贷工作人

员，与管理层、决策层等关系属于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对农村信用社以及其他

金融机构而言，内部控制的关键之一即约束信贷业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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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委托代理模型 

 

2.2.2 激励约束机制 

激励约束机制是指由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分离产生了一系列代理问

题，影响组织正常经营管理，组织为确保其经营目标的实现，通过制定激励制度、

采取激励和约束措施，引导被激励者自觉自发采取有利于实现组织目标实现的行

为的一种机制。Lewellen 和 Huntsman（1970）最早发现绩效与代理人激励约束

措施之间的关系。激励约束机制包括 5 个要素：主体、客体、方法、目标和环境。

一定客观环境之下，主体为实现特定目标，对相应的客体采用某种方法，实施管

理行为，通过激励产生拉力，约束规范行为，朝着最终目标方向发展。激励和约

束是同时存在的，相辅相成，但是有先后顺序的，先是激励，通过激励激发员工

的工作积极性，在员工行为在市场激励机制的作用下，渐渐偏离目标行为时，实

施约束力，将员工行为拉回目标轨道。激励可通过物质或精神来实现，增加薪资、

福利、股权激励，名誉、地位、晋升激励等方式都可达到激励效果；约束则一般

通过企业内部、外部市场、其他机构和法律渠道进行。有效的激励约束手段确实

可以提升员工工作效率，保证企业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但是，不恰当的激励约束

手段不仅会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还会影响企业内部环境，制约企业长远发展。

市场体系、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内部权力制衡机制、责权利对等机制和信息披

露制度都会对激励机制的设计产生重大影响。对于农村信用社而言，实施内部控

制既需要设置约束条件，又需要提高正向激励，应结合内部控制的目的，设置合

理的激励约束机制。 

治理链 

职业经理人 

资本 

员工 

客户用户 伙伴 

经营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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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激励约束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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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现状 

本章主要是对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的基本经营情况、组织结构、信贷业务经营

情况、办理流程以及内部控制机制的运行流程和运营现状进行了介绍。通过梳理

发现，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当前经营状况良好，组织架构完善合理，组织盈利水平

较高，但也存在信贷业务激进、资本充足率与拨备覆盖率下降和不良贷款总额攀

升等问题。对此类现状的梳理将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的评价提

供现实基础。现状分析具体如下。 

3.1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概况 

3.1.1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基本情况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是由甘肃省人民政府组织的地方性金融机构，成立于2005

年，在甘肃省金融领域发挥着重要对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作用。截至 2021

年底，各项存款余额 4871.73 亿元，各项贷款余额 3832.0 亿元，存贷款市场份

额稳居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营业机构遍及城乡社区，下

辖 37家农村商业银行、5家农村合作银行、41家县级联社等 83 家法人机构，目

前共有 22000多名从业人员，2084个营业网点，11379个便民金融服务点，布放

3399台惠民服务终端，使 1167万农牧民能够享受方便快捷的基本金融服务，将

金融服务惠及千家万户，是名副其实的甘肃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已形成以个人金融、公司金融、互联网金融和三农服务四

位一体的业务体系。坚持大信为农、相合共生的理念，坚持为三农服务，为小微

企业服务，为县域经济服务。关注稳健经营，打牢业务基础盘，夯实个人金融和

公司金融业务，做好互联网金融服务，聚焦改革、发展、化险，坚决守好合规经

营底线，牢记风险意识，杜绝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追求高质量发展，坚持以党

建引领工作，将党建思想贯穿于各项业务全过程，注重金融创新，创新服务机制，

发展普惠金融。在三农服务上，抢抓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以农村特

色产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微企业和农户为抓手，大力发展和创新特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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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为甘肃省贫困地区、乡村地区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做

好农村金融的守卫军。 

3.1.2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组织架构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社员大会（83 家行社和结算服务中心组成）下设理事会

和监事会，理事会下设发展战略委员会、财务管理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

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和审计监督委员会。设 27 个平级部门，与信贷业务和内部

控制相关的部门有：农户业务部、三农对公部、个人金融部、内控合规部、风险

管理部、审计部、资产保全部和科技信息中心等。如图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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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组织结构示意图 

3.1.3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经营情况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近几年总体经营状况良好，截止 2021 年底资产总额达到

6893.25 亿元，增幅达 8.7%，较 2017 年增长率为 37.8%，增长稳定。2021 年底

负债总额为 5998.73 亿元，各项存款余额 4871.73亿元，各项贷款总额 3810.67

亿元，存贷款总额超过甘肃其他金融机构，市场份额高居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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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近五年各项经营指标统计（数据来源于内部资料） 

指标 
2017年（亿

元） 

2018年（亿

元） 

2019年（亿

元） 

2020年（亿

元） 

2021年（亿

元 

资产总额 5001.73 5423.78 5898.65 6337.42 6893.25 

负债总额 4613.28 4915.26 5374.04 5808.85 5998.73 

存款总额 4029.73 4174.42 4329.14 4595.31 4871.73 

贷款总额 3361.6 3497.33 3689.06 3764.02 3810.67 

不良贷款率 9.74% 13.83% 15.33% 17.79% 15.56% 

 

图 3.2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近五年存贷比及资本充足率变化情况（数据来源于内部资料） 

3.2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概况 

3.2.1 业务基本情况 

信贷业务是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的主营业务，是为三农服务、为小微服务、为

县域经济服务的重要渠道。近年来，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稳中有增，下面

将从信贷业务分类占比、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以及不良贷款率四个方面入手，

分析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的基本运行情况。 

（1）信贷业务情况（按业务类别） 

按照业务类别分类，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中：贷款总额整体上保持上

涨的态势，存贷比整体上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尤其是 2021年，存贷比下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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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低于同期商业银行存贷比 79.69%，具体见上图 3.2。2017年和 2018年存贷比

高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存款总额的较低导致的，这也说明在信贷业务方面较为激进，

需要额外注意由于存贷比数据带来的流动性风险。从细分种类来看，个人类贷款

和涉农类贷款占主要部分，绝对值金额基本保持稳定，对公类贷款占次要部分，

但增长迅速，个人类贷款占比的下滑也从侧面反应对公类贷款的增长。涉农类贷

款仍是贷款的主要构成部分，但金额有所下降。 

表 3.2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近五年信贷业务情况（数据来源于内部资料） 

项目 2017年 占比 2018年 占比 2019年 占比 2020年 占比 2021年 占比 

个人类贷款 2117.8 63% 2187.5 62% 2205.5 59% 2202.7 58% 2285.8 59% 

对公类贷款 1243.7 37% 1309.7 37% 1483.5 40% 1561.2 41% 1524.8 40% 

涉农类贷款 2700.4 80% 2758.1 79% 2582.9 70% 2412.3 64% 2423.2 63% 

贷款总额 3361.6 3497.3 3689.1 3764 3810.7 

存贷比 83.42% 83.78% 83.12% 81.76% 78.22% 

（2）资本充足率与拨备覆盖率现状 

近 5年，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的资本充足率发生下降，且低于商业银行资本

充足率 15.13%的平均值，这主要是由于风险资产的增加，加大杠杆的同时虽然

可以获得额外收益，但是我国经济正处在稳增长和促改革的关键时期，需要特别

注意资本充足率不足可能导致的风险。同样，拨备覆盖率也发生下跌，且低于商

业银行拨备覆盖率 3.4的平均值，这主要是由于不良贷款激增，导致贷款损失准

备不能全额抵消不良贷款，需要注意不良贷款核销导致损失的风险。 

（3）不良贷款率现状 

近 5年，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总额增加迅速，与 2017 年相比，2020

年的不良贷款总额大幅增加，不良贷款率也同样增加，在 2020 年达到 17.9%。

这说明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问题突出，亟待有效解决，化解风险。从不良

贷款细分来看，可疑类贷款占比最大，但其占比在逐年缩小；次级类贷款占比次

之，同样其占比也在逐年缩小；而损失类贷款却逐年攀升；正常类和关注类也基

本上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内部重新划分贷款，

呈现出“正常类-关注类-次级类-可疑类-损失类”的重分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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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现状（数据来源于内部资料） 

 

3.2.2 业务流程介绍 

第一，贷款申请。在借款人向网点提出书面贷款申请后，应指定 1-2名客户

经理，按照预定访谈提高，与客户面谈，并决定是否受理贷款申请；决定受理申

请后，根据客户要求的贷款种类，对其进行资格审查，同时将审查意见报上级审

核。上级审核同意后，要求客户正式提交申请资料，并由客户经理负责初步审核

资料，并在信贷管理系统中为客户建立档案。 

第二，受理与调查。主要由公司业务部负责，指派一名客户经理与主办客户

经理一同参与实地调查，采取现场和非现场相结合的方式，主要以现场调查为主。

具体进行调查时，要先制定调查计划，并通过实地面谈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获取与客户相关的一手资料，同时，向第三方平台获取客户相关的基本情况，如

征信水平和借贷抵押情况；同时，根据客户提交的申请，结合客户实际情况，测

算资金需求量；最后，决定是否同意客户申请，将上述信息整理成为尽职调查报

告，并上传信贷管理系统留存。 

第三，评级授信，按照客户所属类型选择相对应的评级模板，履行既定的评

级流程，最后，将评级结论提交上级审批。上级审批组织在审批时，需秉着独立

客观的角度，不仅关注评级结果是否恰当，还要核对客户基本信息、财务数据的

真实性、文本信息与信贷管理系统的一致性。为提高放贷效率，对于已建立稳定

信贷关系的存量客户可采取集中评定方式。最后，由客户经理按照评级结果和经

营特点，一方面对客户的偿债能力、资产结构、资产质量等进行定量测算，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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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对行业环境、法人征信水平、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等进行定性分析，并根据

定性分析和定量测算结果确定贷款客户的授信等级。 

第四，风险审查与评价。在对授信业务进行风险审查与评价工作时，首先要

区分客户主体，对公客户和对私客户，对公客户又分为流动资金类授信业务和固

定资产类授信业务。其次，各行社的风险审核与评价工作应设专岗，一般由分支

机构负责人或行社风险管理部专审人员进行，审查时，不仅要核对贷款人信息、

评级授信流程是否规范，还要对其是否符合监管政策的规定额外注意。最后，由

风险管理部提出并在信贷管理系统录入审核意见，提交上级审核。 

第五，贷款审批，实行贷审分离、授权审批原则，采取分级授权方式，形成

“行社-分支机构-辖内网点”的层次审批形式，审批工作主要由行社内审批委员

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主持进行，参照《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县（区、市）联社审贷

委员会议事规则》和《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县（区、市）联社风险管理委员会议事

规则》进行表决，最后将审议意见录入信贷管理系统，风险管理部负责批复。 

第六，签订合同。信贷合同借款合同和信贷合同，采用统一制式文本，特殊

业务可在签署范式合同的基础上，加签补充协议，但应在法律部门的协助下进行。

其次，合同管理方面，对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进行统一编号，且两类合同编号应

衔接，在《借款合同登记簿》中登记备查。主从合同编号衔接。同时，对于存在

担保品、抵押物的合同，要及时办理登记、托管手续。合同签署完成后，在公开

场所贴示，并在信贷管理系统中生成电子合同。对于担保， 

第七，贷款发放与支付。设立审查和支付专岗，分别负责发放与支付条件的

审查和复核工作。审查专岗负责对借款人提交的贷款申请书中的限制性条款、担

保、资本金落实情况、项目进度、约定用途等信息进行审查，支付转岗则主要对

审核意见进行复核。最后，由支付专岗按照按照放款通知单，在综合业务系统中

放款，并将一系列信贷资料移交档案管理人员。 

第八，贷后管理及风险处置。作为信贷业务的最后一个环节，由主办客户经

理负责，管理方式有现场检查、非现场监测和预警等方式，现场检查分为首次跟

踪检查（放贷后 15 日）、定期检查（月度、季度、年度）和不定期检查（风险

预警），非现场监测和预警方式主要通过信贷管理系统进行。为保证风险检查质

量，检查后填写《贷后检查表》，并将检查情况录入信贷管理系统，客户经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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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检查情况的真实性负责。贷后检查工作与客户经理绩效评定挂钩。对于在检查

中发现的隐患或信贷管理系统产生的风险预警，要及时重分类贷款形态，纳入不

良贷款管理。风险管理部负责监督这一切。设计稽核部负责抽查和督导贷款全流

程过程中各环节责任主体的抽查和督导。即将到期的贷款，及时催收，并填写《贷

款到期通知单》，回执联需并入信贷档案资料。并根据借款人实际情况，为客户

办理展期和贷款重组。不良资产的管理，通过加强债权管理，加强诉讼时效管理，

贷款清收，以资抵账，贷款核销。 

签订合同

贷款申请 受理与调查 风险审查与评价

贷款审批

评级授信

贷后管理及风险
处置

贷款发放与支付

 

图 3.4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基本流程图 

3.3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现状分析 

3.3.1 内部控制相关制度的设计情况 

在内控制度制定上，由审计部负责完善信贷全流程内控管理制度建设，现已

形成较为完善的，有效运行的内控管理制度体系，包括《信贷业务操作规程》《贷

款人评级制度》《信贷审批制度》《贷后管理制度》《信贷业务监督管理制度》

《信贷业务责任追究办法》《档案管理制度》等制度。 

《信贷业务操作规程》中明确信贷业务具体流程，以及各环节注意事项。 

《贷款人评级制度》中，按照信用评定标准（如表 3.3所示），对贷款人进

行等级评价，可分为优秀、较好、一般 3 种。 

《信贷审批制度》中规定各行社领导权限范围，对超出审批权限范围的，应

提交上级领导审批。 

《贷后管理制度》中，明确将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 5大

类，以贷款人评级结果为标准进行分类，再按照贷款到期时间、本金或利息逾期

天数确定该笔贷款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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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业务监督管理制度》中明确各部门监督管理职责，提出信贷监督人员

为一手监督，内控合规部、内控审计组、稽核中心为第二道防线，并将审计部和

风险管理部的工作确定为防范化解信贷风险的最后防线。 

《信贷业务责任追究办法》中，对客户经理、分支机构办理权限内信贷业务

形成不良资产的审查、审批人、付款经办柜员，在职责权限内，按照“尽职免责，

失职问责”的原则承担责任。 

《档案管理办法》中规定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的管理办法、保存时间。 

表 3.3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信用评定标准 

评定项目 标准 

品行 贷款人是否严格遵守还款期限，如期偿还款项 

能力 贷款人的资产质量、财务水平等是否匹配贷款数额 

资本 综合考评贷款人的多项财务指标，明确其是否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 

抵押 贷款人提供的抵押物是否可以作为真实可靠、价值相当的还款来源 

条件 是否有其他环境因素对贷款人如期足额归还款项造成干扰 

3.3.2 内部控制运行流程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活动主要以贷前、贷中、贷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风险点为主线进行的。 

针对贷前可能的风险点，主要通过授信检查和授信评级、风险审查与评价进

行控制。授信检查，在事先拟定调查计划的基础上，由 2名客户经理（主办客户

经理的基础上新增一名客户经理）对客户进行实地访谈和实施调查，了解客户基

本信息和借款用途以及还款的意向能力，还可借助外部第三方查询平台或专家的

能力，了解客户情况，最后，客户经理根据获得的相关信息，测算客户的资金需

求量，编写尽职调查报告并上传信贷管理系统。授信评级，根据客户类型选择评

级模板，按照既定的评级流程进行评级，最后报上级审批。该项控制活动主要应

对评级流程不合规的风险。风险审查与评价控制活动是对授信评级做出重新评价，

对贷款整体的风险状况做出评价。设专人负责进行，采用授权审批方式，对贷款

人基本信息、授信评级业务流程、结果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审查，基于审查结果

做出独立客观的评价，主要用于客户资料弄虚作假和业务人员之间的串通舞弊行

为，导致信用评级虚高的风险。 

针对贷中可能的风险点，主要通过贷款审批和发放与支付进行控制。贷款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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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通过贷审分离，授权审批，在确定授信评级和风险审查与评价工作后，需将

贷款录入信贷管理系统，交由审批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批，风险管理部批

复。由行社授权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授权网点进行贷款审批的工作，该控制活动

主要应对授信评级流程不规范、风险审查与评级不规范的风险。贷款发放与支付，

采取不相容岗位相分离的方式，分别设专岗进行审查和支付，审查岗负责对贷款

中限制性条款、担保品、资本金、项目进度和资金约定用途等信息进行落实，支

付岗负责对审查工作进行复核和最后的支付工作。主要应对贷款越权审批、信贷

档案管理不规范的风险。 

针对贷后可能的风险点，主要通过贷后管理，不良资产处理进行控制。贷后

管理是指客户经理仍需对该笔贷款进行跟踪管理，形成以现场检查、非现场分析

监测和预警的管理体系，及时了解客户资金使用情况、经营情况和还款意愿能力，

并在贷款到期前及时进行催收工作，了解贷款最新情况，主要应对贷款不能如期

收回的风险。不良资产处理是指对已被划分为不良贷款的资产，加强债权管理和

诉讼时效管理，及时做好贷款清收工作，必要时采取变卖担保品、抵押品的形式

减少损失。对于确实无法收回的贷款，应尽早核销。主要应对不良贷款无法按期

收回的风险。 

 

 

   

 

 

 

 

 

 

 

 

 

 

 

 

图 3.5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流程 

贷前检查 

贷前检查 

贷前检查 

授信检查：实地访谈和实施调查 

授信评级：客户评级，上报审批 

风险审查与评价：专人负责、授权审批 

贷款审批：贷审分离、授权审批 

贷款发放与支付：不相容岗位相分离，分设专岗进行

审查和支付 

贷后管理：现场检查、非现场分析监测和预警管理体

系 

不良资产处理：加强债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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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内部控制运行情况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制度建立以来，一直有效的运行，在很大程度上

降低贷款的损失。但是也可以看到，近几年资本充足率与拨备覆盖率下跌幅度较

大，且还未出现止跌点；不良贷款总额也攀升，损失类贷款居高不下，尤其是在

贷款的分类上，也与真实情况出现较大的偏差。由此可见，不良贷款的产生与内

部控制机制不畅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从以下 3个方面来看： 

从贷前控制来看，在授信检查上，虽然允许运用多种途径和方法对客户进行

调查，但在调查方式上仍流于形式，未能基于客户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调查工具，

以达到充分了解客户的真实信息和还款能力的效果。在授信评级上，虽然设置 2

名客户经理进行实地调查，但是授信结果还是由负责信贷业务的客户经理主导，

另一名新增客户经理基本没有话语权。在风险审查与评价控制活动上，审查人由

于对客户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只能对提交材料的完整性和业务流程的合规性进

行审查，而且在审查材料时，也经常出现材料之间信息不一致的情况。 

从贷中控制来看，贷款审批环节和待审分离、授权审批制度执行有效，可有

效的发现评级流程中的不规范情况和风险审查与评级过程中的违规情况。在贷款

发放与支付上，不相容岗位相分离的方式有效遏制的贷款发放的舞弊情况，确保

贷款的安全支付。 

从贷后监督来看，在贷后管理活动中，客户经理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分析活

动，整体上处于形式化阶段，按照规章制度完成既定流程，未能充分揭示该笔信

贷业务背后隐藏的风险。在不良资产处理上，按照现有规定执行，对于无法收回

的贷款，做好资产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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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模型的构建 

为深入探讨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本章首先参考

国内外内部控制相关研究明确了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

的选取，构建了评价模型，并根据问卷调查结果，结合专家意见，使用 YAAHP

软件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从而为后续发现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

在设计和执行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供依据。 

4.1 评价指标选取 

在阅读关于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在关于内部控制评价

体系的问题上，多从 5 要素入手，但是在对 5 要素的具体解读，即二级指标的选

取上仍未形成统一结论。 

本文基于现有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的文献，参考国际、国

内关于内部控制的相关理论，从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的建设实际

出发，结合相关专业教授的专业意见，并综合考虑全面性、准确性和系统性原则。

选取评价指标时，在准则层上，参照通用做法，选取内部控制 5 要素：信贷业务

的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和监督管理作为准则层指标；在指

标层上，考虑到甘肃省农村信用社是一家遍布城乡地区，坚守农村地区金融服务

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控制环境上，考虑到选取组织结构、领导基调与发展战略、

内控制度制定、信贷人员能力和信贷文化；考虑到在风险评估上，选取风险识别、

风险预警和风险应对；在控制活动上，考虑到，选取贷前调查、贷中审批、贷后

管理和不良资产处理；在信息与沟通上，考虑到，选取信息技术系统、信息安全

和上下级沟通渠道；在监督与管理上，考虑到，选取监督机构独立性、监督机制

有效性和责任追究制度。 

（1）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包括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的组织结构和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的组织结

构。组织结构是构成内部控制环境的基础要素。合理的组织架构可为企业内部控

制环境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在混乱的权责不清晰的组织环境中，很难存在有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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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控制。 

（2）领导基调与发展战略 

领导基调与发展战略是指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现行领导班子的工作风格和服

务定位。领导基调与发展战略也为内部控制环境奠定基调。激进的领导基调和发

展战略，在获得更高利润的同时，也承担更大的风险；保守的领导基调虽然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风险，但是同样不利于企业发展。 

（3）内控制度制定 

从设计完善程度和运行有效性 2 个角度评价内控制度制定，二者缺一不可。

设计合理的内控制度有助于发现信贷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关键风险，是内控制度有

效运行的前提；运行有效的内控制度是内部控制作用发挥的抓手。 

（4）信贷人员能力 

信贷人员能力是指信贷业务条线上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综合素质，工作经

验、学习能力以及条线人员的内部结构。如实地调查的调查能力，风险审查的审

查能力，风险管理的管理能力等。信贷人员能力高低对于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开展

的信贷业务质量具有直接的作用。信贷人员能力高体现在两个角度：一是准确识

别存在的风险并做出拒绝向其放贷的决定，二是对于实际不构成风险的或即使构

成风险但也可控的可疑风险点，统一其放贷请求，但在贷后加强管理的能力。 

（5）信贷文化 

信贷文化是对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日积月累形成的一系列价

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统称。一般而言，信贷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在相当长时间内

保持稳定，并对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工作产生指导性、规范性的作用。因此，要

发挥信贷管理工作效能，商业银行首先应建立起更为先进的信贷文化。 

（6）风险识别 

风险识别是指对来自外部的、内部风险加以识别。内部控制的目的是规避风

险，而规避风险的前提是要识别风险。充分识别风险，而遗漏的风险很可能就是

会为企业带来损失的风险。 

（7）风险预警 

风险预警是指在某项贷款风险指标达到预先设定的警戒线时，发出的预警信

息。风险预警有助企业评估风险，而且这种风险通常是未知的、偶发的。合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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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预警机制能够帮助企业提前识别即将发生的风险，对于评估风险具有更重要

的意义；而提早的预警信号可能导致提请企业注意的风险过多，浪费企业资源和

精力，导致无暇顾及真正的风险，迟缓的预警信号可能导致企业没有充足的时间

组织应对措施。 

（8）风险应对 

风险应对是指针对识别出的风险，是否有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措施。风险应对

措施有助于信贷业务的风险评估。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有助于，缺乏风险应对措

施可能会加大识别出的风险的严重性。 

（9）贷前调查 

贷前调查是指在正式受理贷款申请后，确定同意贷款前，进行的一系列调查

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实地调查、第三方平台查询、风险审查等，主要是为了解

客户的基本信息、资本实力、盈利情况、偿债意愿与能力。充分的贷前调查有助

于了解客户的真实情况，客观做出授信评级，从而将风险杜绝在事前；而不充分

的贷前调查会导致客户的信用评级虚高，导致不良资产的形成。 

（10）贷中审批 

贷中审批是指贷款的审批、合同的签订和贷款的发放与支付环节。由风险管

理部负责对贷款全部信息的审批工作。贷中审批是完全杜绝风险的控制活动的最

后一道防线。合理的审批环节可以识别贷前的客户虚报行为，流程违规行为，舞

弊行为。 

（11）贷后管理 

贷后管理是指发放贷款后，对贷款进行的跟踪管理活动，通过现场检查、非

现场分析监测和风险预警活动，控制不良资产发生的风险。有效的贷后管理活动

有助于及时了解贷款最新信息，掌握资金使用情况和客户的偿债意愿和能力，按

期回收贷款。 

（12）不良资产管理 

不良资产管理是指对已成为不良资产的管理活动，主要有债权管理、诉讼时

效管理、带跨按清瘦，变卖资产回收贷款等。不良资产的管理可有效减少贷款损

失金额，降低贷款风险。 

（13）信息技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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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系统是指采用信息系统处理信贷业务的全过程，也由信息系统进行

信息的收集与处理和人员间的沟通与交流。信息技术系统是实现信息与沟通的关

键渠道。完善的信息技术系统对农村信用社信息与沟通具有促进作用。 

（14）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是指农村信用社数据信息的安全，信息包括电子信息和纸质信息，

电子信息是由信息管理系统直接生成的信息，纸质信息是保管在档案室的信息。

信息泄露不仅指的是社内相关运营、财务数据，还有农村信用社在进行客户调查

时，生成的客户基本信息，一旦泄露则会带来巨大安全隐患。 

（15）上下级沟通渠道 

上下级沟通渠道是指上下级之间沟通渠道的建立情况和使用情况。沟通渠道

的建立为上下级之间的沟通，信息的逆流提供可能，沟通渠道的频繁使用为发挥

渠道的作用，上级及时掌握下级的最新情况，减少信息流的流通和处理时间。上

下级沟通渠道是可使信息跨级流动 

（16）监督机构独立性 

监督机构独立性是指农村信用社内部监督机构是否独立于信贷业务，是否可

以独立、客观的发表监督意见。监督机构的独立性是履行监督与管理职能的基础。

若监督机构与信贷业务部门具有关联关系，极易导致舞弊行为的发生。 

（17）监督机制有效性 

监督机制有效性是指监督机制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按规定严格执行，运行

是否有效。如审批环节设立有效，能发挥必要的审核评价作用。有效的监督机制

是是履行监督管理职能的必要途径。 

（18）责任追究制度 

责任追究制度是指对于违反信贷管理制度、法律法规，或未尽工作职责等原

因，造成不良贷款或给农村信用社带来损失的行为。责任追究制度是内部控制监

督与管理的一项利刃。将监督与管理工作同责任挂钩，制定究责机制。完善有效

的责任追究制度可通过明确相关责任人员职责权限，发挥审批人员的监督与管理

职能。 

 

 

 



兰州财经大学 MBA学位论文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优化研究 

 29 

表 4.1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级指标选取 

项目 指标 

信贷业务控制环境 
组织结构、领导基调与发展战略、内控制度制定、信贷人员能力、

信贷文化 

信贷业务风险评估 风险识别、风险预警、风险应对 

信贷业务控制活动 贷前调查、贷中审批、贷后管理、不良资产处理 

信贷业务信息与沟通 信息技术系统、信息安全、上下级沟通渠道 

信贷业务监督与管理 监督机构独立性、监督机制有效性、责任追究制度 

4.2 评价模型构建 

基于上述选取的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构建出甘肃

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模型。模型分为 3 个层次：目标层、准则层

和指标层。根据研究目的确定目标层，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

价，用 A表示；根据内部控制 5 要素确定准则层，有信贷业务控制环境、信贷业

务风险评估、信贷业务控制活动、信贷业务信息与沟通和信贷业务监督与管理，

用 1B 、 2B 、 3B 、 4B 、 5B 表示；信贷业务控制环境准则层下分为组织结构、领导

基调与发展战略、内控制度制定、信贷人员能力和信贷文化，用 1C 、 2C 、 3C 、

4C 、 5C 表示；信贷业务风险评估准则层下分为风险识别、风险预警和风险应对，

用 6C 、 7C 、 8C 表示；信贷业务控制活动准则层下分为贷前调查、贷中审批、贷

后管理和不良资产处理，用 9C 、 10C 、 11C 、 12C 表示；信贷业务信息与沟通准则

层下分为信息技术系统、信息安全和上下级沟通渠道，用 13C 、 14C 、 15C 表示；

信贷业务监督与管理下分为监督机构独立性、监督机制有效性和责任追究制度，

用 16C 、 17C 、 18C 表示。模型结构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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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

内部控制评价体系 A  

信贷业务控制环境 1B  

组织结构 1C  

领导基调与发展战略 2C  

内控制度制定 3C  

信贷人员能力 4C  

信贷文化 5C  

信贷业务风险评估 2B  

风险识别 6C  

风险预警 7C  

风险应对 8C  

信贷业务控制活动 3B  

贷前调查 9C  

贷中审批 10C  

贷后管理 11C  

不良资产处理 12C  

信贷业务信息与沟通 4B  

信息技术系统 13C  

信息安全 14C  

上下级沟通渠道 15C  

信贷业务监督与管理 5B  

监督机构独立性 16C  

监督机制有效性 17C  

责任追究制度 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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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指标权重确定 

通过问卷调查，使用 YAAHP软件，确定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

评价模型内指标权重。 

4.3.1 准则层指标权重确定 

（1）确定标度含义。被调查者在两两比较指标，确定相对重要性时，用数

字代表相对重要程度，本文标度确定为 1～9 分及其相应的倒数，其中，数值越

大表示两者差异越大，倒数在比较指标位置转换时使用，具体标度示意如下表

4.3所示。 

表 4.3 1～9 标度法示意图 

标度 含义 

1 iX 和 jX 两者比较， iX 和 jX 同等重要 

3 iX 和 jX 两者比较， iX 和 jX 稍微重要 

5 iX 和 jX 两者比较， iX 和 jX 明显重要 

6 iX 和 jX 两者比较， iX 和 jX 显著重要 

9 iX 和 jX 两者比较， iX 和 jX 强烈重要 

倒数 若 i 与 j 的重要性比为 i ja ，则 j 比 i 为 i j1/a  

 

（2）构造判断矩阵。根据准则层指标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如附录 A 所示，

选取 15 位调查对象，其中：5 位高校教师、10 位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与信贷业务

相关的领导和员工（3 位领导，7 位员工）。通过向被调查对象发放问卷获取其

关于指标间重要程度的判断，问卷全部收回，有效率为 100%。使用 YAAHP 软件

进行权重计算，由数据的发生频率和损失强度可知，15份问卷结果具有一致性，

判断矩阵如表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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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准则层判断矩阵 

项目 

信贷业务

控制环境

1B  

信贷业务

风险评估

2B  

信贷业务

控制活动

3B  

信贷业务

信息与沟

通 4B  

信贷业务

监督与管

理 5B  

W  

信贷业务

控制环境

1B  

1.0000 1.5000 1.5000 2.0000 2.0000 0.2943 

信贷业务

风险评估

2B  

— 1.0000 1.0000 1.0000 2.0000 0.2057 

信贷业务

控制活动

3B  

— — 1.0000 2.0000 1.0000 0.2057 

信贷业务

信息与沟

通 4B  

— — — 1.0000 1.0000 0.1471 

信贷业务

监督与管

理 5B  

— — — — 1.0000 0.1471 

一致性比例：0.0219；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的权重：1.0000； max ：5.0981 

 

按照评分示意表，解读专家评分结果，如信贷业务控制环境与信贷业务风险

评估相比较，评分为 1.5000，说明调查对象一致认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

务内部控制评价中，控制环境要比风险评估重要。 

（3）计算指标权重。将准则层的判断矩阵导入 YAAHP 软件，利用软件计算

准则层指标的权重值，控制环境 1B 得分 0.2943，风险评估 2B 得分 0.2057，控制

活动 3B 得分 0.2057，信息与沟通 4B 得分 0.1471，监督与管理 5B 得分 0.1471，

即 1BW =0.2943， 2BW =0.2057， 1BW =0.2057， 2BW =0.1471， 1BW =0.1471。根据

5个指标的权重数据，可得控制环境、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 3项对甘肃省农村信

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重要程度更大，即按照对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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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评价的影响程度排序：控制环境 1B >风险评估 2B =控制活动 3B >信息与沟

通 4B =监督与管理 5B 。 

（4）进行一致性检验。对 5 个指标进行一致性检验， max =5.0981，CR

=0.0219，通过一致性检验，说明专家评价结果较为客观。 

4.3.2 指标层指标权重确定 

判断指标层权重时，采用与上述准则层相同的方法，对组织结构 1C 、领导

基调与发展战略 2C 、内控制度制定 3C 、信贷人员能力 4C 和信贷文化 5C 进行打分，

判断其相对于控制环境 1B 的权重；对风险识别 6C 、风险预警 7C 和风险应对 8C 进

行打分，判断其相对于风险评估 2B 的权重；对贷前调查 9C 、贷中审批 10C 、贷后

管理 11C 和不良资产处理 12C 进行打分，判断其相对于控制活动 3B 的权重；对信息

技术系统 13C 、信息安全 14C 和上下级沟通渠道 15C 进行打分，判断其相对于信息

与沟通 4B 的权重；对监督机构独立性 16C 、监督机制有效性 17C 和责任追究制度

18C 打分，判断其相对于监督与管理 5B 的权重。具体判断矩阵如下表 4.5-4.9所

示。 

表 4.5 指标层-信贷业务控制环境 1B 判断矩阵 

项目 

组织结构

1C  

领导基调

与发展战

略 2C  

内控制度

制定 3C  

信贷人员

能力 4C  

信贷文化

5C  
W  

组织结构

1C  
1.0000 1.0000 2.0000 2.0000 2.5000 0.2942 

领导基调

与发展战

略 2C  

— 1.0000 2.0000 1.5000 2.0000 0.2681 

内控制度 — — 1.0000 1.5000 2.0000 0.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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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3C  

信贷人员

能力 4C  
— — — 1.0000 1.0000 0.1395 

信贷文化

5C  
— — — — 1.0000 0.1191 

一致性比例：0.0153；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的权重：0.2943； max ：5.0684 

 

通过分析上述数据，可得 5个指标 1C 、 2C 、 3C 、 4C 、 5C 的权重分别为 0.2942、

0.2681、0.1790、0.1395、0.1191，即 

   1 1 2 3 4 5 0 2942 0 2681 0 1790 0 1395 0 1191B C C C C CW W ,W ,W ,W ,W . . , . . , .  ， ， ，

max =5.0684，CR =0.0153，通过一致性检验。通过权重数据可以看到在控制

环境 1B 下的 5 个指标中，组织结构 1C 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的影响最大，领

导基调与发展战略 2C 次之，接下来是内控制度制定 3C ，信贷人员能力 4C 和信贷

文化 5C 。即在控制环境 1B 中，按照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的影响程度排序：

组织结构 1C >领导基调与发展战略 2C >内控制度制定 3C >信贷人员能力 4C >信贷

文化 5C 。 

表 4.6 指标层-信贷业务风险评估 2B 判断矩阵 

项目 风险识别 6C  风险预警 7C  风险应对 8C  W  

风险识别 6C  1.0000 1.0000 2.0000 0.4111 

风险预警 7C  — 1.0000 1.0000 0.3278 

风险应对 8C  — — 1.0000 0.2611 

一致性比例：0.0516；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的权重：0.2057； max ：3.0537 

 

通过分析上述数据，可得3个指标 6C 、 7C 、 8C 的权重分别为0.4111、0.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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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11，即    1 6 7 8 0 4111 0 3278 0 2611B C C CW W ,W ,W . . , .  ， ， max =3.0537，CR

=0.0516，通过一致性检验。通过权重数据可以看到在风险评估 2B 下的 3个指标

中，风险识别 6C 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的影响最大，风险预警 7C 、风险应对 8C

次之。即在财务指标 1B 中，按照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的影响程度排序：风险

识别 6C >风险预警 7C >风险应对 8C 。 

表 4.7 指标层-信贷业务控制活动 3B 判断矩阵 

项目 贷前调查 9C  贷中审批 10C  贷后管理 11C  

不良资产处理

12C  
W  

贷前调查 9C  1.0000 1.0000 1.0000 2.0000 0.2857 

贷中审批 10C  — 1.0000 1.0000 2.0000 0.2857 

贷后管理 11C  — — 1.0000 2.0000 0.2857 

不良资产处理

12C  
— — — 1.0000 0.1429 

一致性比例：0.0000；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的权重：0.2057； max ：4.0000 

 

通过分析上述数据，可得 4个指标 9C 、 10C 、 11C 、 12C 的权重分别为 0.2857、

0.2857、0.2857、0.1429，即 

   2 9 10 11 11 0 2857 0 2857 0 2857 0 1429B C C C CW W ,W ,W ,W . . , . , .  ， ，

max =4.0000，CR =0.0000，通过一致性检验。通过权重数据可以看到在控制

活动 3B 下的 4 个指标中，贷前调查 9C 、贷中审批 10C 和贷后管理 11C 权重相等，

不良资产处理 12C 的权重相对较低。即在控制活动 3B 中，按照对信贷业务内部控

制评价的影响程度排序：贷前调查 9C =贷中审批 10C =贷后管理 11C >不良资产处理

12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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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指标层-信贷业务信息与沟通 4B 判断矩阵 

项目 信息技术系统 13C  信息安全 14C  

上下级沟通渠道

15C  
W  

信息技术系统 13C  1.0000 2.0000 2.0000 0.4966 

信息安全 14C  — 1.0000 1.5000 0.2854 

上下级沟通渠道

15C  
— — 1.0000 0.2180 

一致性比例：0.0176；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的权重：0.1471； max ：3.0183 

 

通过分析上述数据，可得 3个指标 13C 、 14C 、 15C 的权重分别为 0.4966、0.2854、

0.2180，即    1 13 14 15 049660285402180B C C CW W ,W ,W . . , .  ， ， max =3.0183，CR

=0.0176，通过一致性检验。通过权重数据可以看到在信息与沟通 4B 下的 3个指

标中，信息技术系统 13C 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的影响最大，信息安全 14C 、上

下级沟通渠道 15C 次之。即在信息与沟通 4B 中，按照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的

影响程度排序：信息技术系统 13C >信息安全 14C >上下级沟通渠道 15C 。 

表 4.9 指标层-信贷业务监督与管理 5B 判断矩阵 

项目 

监督机构独立性

16C  

监督机制有效性

17C  
责任追究制度 18C  W  

监督机构独立性

16C  
1.0000 1.0000 2.0000 0.4000 

监督机制有效性

17C  
— 1.0000 2.0000 0.4000 

责任追究制度 18C  — — 1.0000 0.2000 

一致性比例：0.0000；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的权重：0.1471； max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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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上述数据，可得 3个指标 16C 、 17C 、 18C 的权重分别为 0.4000、0.4000、

0.2000，即    1 16 17 18 040000400002000B C C CW W ,W ,W . . , .  ， ， max =3.0000，CR

=0.0000，通过一致性检验。通过权重数据可以看到在监督与管理 5B 下的 3个指

标中，监督机构独立性 16C 和监督机制有效性 17C 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的影响

最大，责任追究制度 18C 次之。即在监督与管理 5B 中，按照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

评价的影响程度排序：监督机构独立性 16C =监督机制有效性 17C >责任追究制度

18C 。 

4.3.3 指标综合权重确定 

根据准则层指标和指标层指标的权重确定，继续计量综合权重。根据准则层

一级指标权重和指标层二级指标权重，进行综合权重的计量，结果如下表 4.10

所示： 

表 4.10 甘肃建投资金集中管理效果评价指标综合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综合权重 排序 

甘肃省农

村信用社

信贷业务

内部控制

评价体系

A  

信贷业务控制环境 1B  

（0.2943） 

组织结构 1C  0.0866 1 

领导基调与发展战略

2C  
0.0789 3 

内控制度制定 3C  0.0527 12 

信贷人员能力 4C  0.0411 14 

信贷文化 5C  0.0351 15 

信贷业务风险评估 2B  

（0.2057） 

风险识别 6C  0.0846 2 

风险预警 7C  0.0674 5 

风险应对 8C  0.0537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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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业务控制活动 3B  

（0.2057） 

贷前调查 9C  0.0588 10 

贷中审批 10C  0.0588 8 

贷后管理 11C  0.0588 9 

不良资产处理 12C  0.0294 18 

信贷业务信息与沟通 4B  

（0.1471） 

信息技术系统 13C  0.0731 4 

信息安全 14C  0.0420 13 

上下级沟通渠道 15C  0.0321 16 

信贷业务监督与管理 5B  

（0.1471） 

监督机构独立性 16C  0.0589 6 

监督机制有效性 17C  0.0589 7 

责任追究制度 18C  0.0294 17 

 

从 19 个指标 1 18C C 的综合权重来看，组织结构 1C 、风险识别 6C 、领导基

调与发展战略 2C 、信息技术系统 13C 、风险预警 7C ，这 5项指标综合权重值大于

0.06，明显高于其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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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效果评价 

为具体了解和深入分析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本

章通过确定指标权重、专家评测等一系列活动，从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

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与管理 5个方面对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具体内容如下。 

5.1 效果评价过程分析 

本研究采用德尔菲专家打分法，对 15位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人员（5名）、

内控中心（5 名）和分管领导（5 名）进行专家评测，获取其对于甘肃省农村信

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的第一手资料，将问卷数据导入 YAAHP 软件，进行模

糊综合评级，计算各准则层指标综合得分，科学全面的评价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

贷业务内部控制有效性。 

（1）建立因素集和评语集 

因素集参照前文构建的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模型中的

指标层指标。评语集是被调查对象对相关问题做出的评价的集合，如表 5.1所示。

被调查对象基于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实际执行情况做出客观评

价，参考现有研究文献，将其分为 5个等级：非常有效、有效、一般有效、无效、

非常无效，即评语集  V , , , , 非常强 强中等 差 非常差 。 

表 5.1 评语集 

分值 [8,10) [6,8) [4,6) [2,4) [0,2） 

等级 非常无效 无效 一般有效 有效 非常有效 

 

（2）计算权重集（见表 4.14） 

将收回的问卷结果导入 YAAHP 软件，由软件计算各指标综合权重，即

   1 2 3 18 0 0866 0 0789 0 0527 0 0294C C C CW W ,W ,W , ,W . , . , . , , . L L ，

且
1

1 0
n

i ii
W 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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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行专家评测 

根据前文建立的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模型，设计专家评

测表。邀请甘肃省农村信用社 5位信贷业务人员，5位内控中心相关人员和 5位

相关部门高管，对信贷业务内部控制 18 项指标逐一进行评判。为保证评价结果

有参考性，要求评测人员熟悉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运行情况（原

则上在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工作时间为 10 年以上）。同时，为保证专家评测结果

的公正性，在进行评测前，对参与评测人员强调评测应客观准确，避免夹杂个人

影响。收回专家评测表后，将数据导入 YAAHP 软件进行模糊综合计算，具体得分

如表 5.2所示。 

表 5.2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表 

目标层 
评价得分 

风险等级 
准则层 

评价得分 

风险等级 
指标层 

评价得分 

风险等级 

甘肃省农村信用

社信贷业务内部

控制评价体系 A  

4.0882 

一般有效 

信贷业务

控制环境

1B  

3.2553 

有效 

组织结构 1C  
1.6667 

非常有效 

领导基调与发展战

略 2C  

2.0000 

有效 

内控制度制定 3C  
5.0000 

一般有效 

信贷人员能力 4C  
7.0000 

无效 

信贷文化 5C  
3.0000 

有效 

信贷业务

风险评估

2B  

4.1833 

一般有效 

风险识别 6C  
5.6667 

一般有效 

风险预警 7C  
3.0000 

有效 

风险应对 8C  
3.3334 

有效 

信贷业务

控制活动

3B  

4.8570 

一般有效 

贷前调查 9C  
6.0000 

无效 

贷中审批 10C  
3.3334 

有效 

贷后管理 11C  
6.3334 

无效 

不良资产处理 12C  
2.6667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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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业务

信息与沟

通 4B  

3.6907 

有效 

信息技术系统 13C  
2.6667 

有效 

信息安全 14C  
6.0000 

无效 

上下级沟通渠道 15C  
3.0000 

有效 

信贷业务

监督与管

理 5B  

4.9333 

一般有效 

监督机构独立性 16C  
2.0000 

有效 

监督机制有效性 17C  
7.3334 

无效 

责任追究制度 18C  
6.0000 

无效 

 

5.2 效果评价结果分析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最终得分 4.0882 分，根据评语集

可知，处于[4,6]分之间，为一般有效，也就是说综合考虑内部控制 5 要素的设

计和执行情况，认为其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为一般有效。从准则层指标来看，控制

环境、信息与沟通分别以 3.2553、3.6907 的得分，被评为有效；风险评估、控

制活动、监督与管理分别以 4.1833、4.8570、4.9333的得分，被评为一般有效。

可以观察到，控制环境为权重占比最高项，同时也是得分最高项，说明甘肃省农

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环境整体上表现不错；监督与管理权重占比最低项，

同时也是得分最低项，说明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在监督与管理方面有所欠

缺。 

从指标层数据来看，组织结构以 1.6667 的得分，被评为非常有效；领导基

调与发展战略以 2.0000 的得分，被评为有效；内控制度制定以 5.0000 的得分，

被评为一般有效；信贷人员能力以 7.0000 的得分，被评为无效；信贷文化以

3.0000 的得分，被评为无效。也就是说，控制环境准则层下仅有组织结构一项

被认为非常有效，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内控制度制定和信贷人员能力分别被认

为是一般有效和无效，且二者分值均位于阈值范围中部，表明甘肃省农村信用社

信贷业务内部控制在这 2方面存在改进空间。 

风险识别以 5.6667 的得分，被评为一般有效；风险预警以 3.0000 的得分，

被评为有效；风险应对以 3.3334 的得分，被评为有效。也就是说，风险评估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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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层下风险预警和风险应对两个方面表现较好，仅有风险识别被认为是一般有效，

分值均位于阈值范围右侧，表明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应加大信贷业务的风险识别，

防止其进一步倒退。 

贷前调查以 6.0000 的得分，被评为无效；贷中审批以 3.3334 的得分，被评

为有效；贷后管理以 6.3334的得分，被评为无效；不良资产处理以 2.6667的得

分，被评为有效。也就是说，控制活动准则层下的贷中审批和不良资产处理表现

较好，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表现欠佳，不过这两项数值均位于阈值范围左侧，但

是仍值得额外关注。 

信息技术系统以 2.6667 的得分，被评为有效；信息安全以 6.0000 的得分，

被评为无效；上下级沟通渠道以 3.0000 的得分，被评为有效。也就是说，信息

与沟通准则层下信息技术系统和上下级沟通渠道表现较好，仅有信息安全一项表

现欠佳，且数值均位于阈值范围中部，鉴于信息安全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重要

性，需在内部控制优化中额外注意此项。 

监督机构独立性以 2.0000的得分，被评为有效；监督机制有效性以 7.3334

的得分，被评为无效；责任追究制度以 6.0000 的得分，被评为无效。也就是说，

监督与管理准则层下仅有监督机构独立性表现较好，监督机制有效性和责任追究

制度均被认为无效，尤其是监督机制有效性，数值位于阈值范围右侧，在信贷业

务内部控制优化中额外注意此项。 

综合来看 18 项指标层风险评价，监督机制有效性和信贷人员能力被认为表

现最差，其次是贷后管理、贷前调查、信息安全和责任追究制度。组织结构、领

导基调与发展战略和监督机构独立性被认为表现较好。 

5.3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5.3.1 内部控制环境方面问题 

根据上述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评价结果可知，在信贷业务控

制环境方面，信贷人员能力以及信贷文化被评为无效，结合控制环境现状分析可

知，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环境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是因为人员能力

不足以及文化建设不足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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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贷人员能力差异大，能力不足 

根据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贷款流程可知，信贷人员是信贷业务的主要经办方，

也是履行贷款监督职能的第一道防线。现阶段，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人员

中，以大专及以上学历为主，年龄以 40岁以上或 30岁以下为主。第一，信贷业

务人员对新业务上手能力慢，虽然业务人员基本都受过高等教育，但由于其年龄

较大，且长期扎根于甘肃省乡镇、农村地区，外出学习机会少，导致其业务知识

仍集中在老业务上，对于新业务的熟悉程度有所欠缺。第二，信贷业务人员能力

差距大。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主要为甘肃省的农村地区服务，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

行业性特征，这也说明在信贷业务工作中经验能力占很大比重。工作年限较长的

业务人员了解乡镇具体情况，清楚相关行业特点，甚至是客户基本信息，在进行

客户调查和风险识别时，拥有丰富的可参考经验。工作年限较短的青年员工，对

业务的了解仍主要来源于书本，自身经验积累还不足以让其做出独立判断。最后，

信贷业务人员内部结构失衡。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人员中出现明显的年龄

断层现象，且断在 30-40岁中青年员工上，而这些员工往往是兼具学习能力和工

作经验的群体，导致能力强的信贷业务人员有限。这些问题都说明甘肃省农村信

用社信贷人员存在业务知识更新慢，能力差异大，内部结构失衡的问题。甘肃省

农村信用社在人力资源方面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2）信贷文化建设不足，导致经营行为不规范 

信贷文化是对商业银行信贷管理工作开展过程中日积月累形成的一系列价

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统称。一般而言，信贷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在相当长时间内

保持稳定，并对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工作产生指导性、规范性的作用。因此，要

发挥信贷管理工作效能，商业银行首先应建立起更为先进的信贷文化。而通过评

价结果可知，目前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的内控文化建设缺失，说明过往的

文化建设不足或流于形式，没有让员工尤其是信贷业务员工形成严谨的风险把控、

信贷业务监管意识，导致信贷业务经营行为不规范、不良贷款率高。 

5.3.2 风险评估方面问题 

通过上述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控中风险评估层面评价结果可知，在

风险评估中方面，风险识别为一般有效，表现较差，反应了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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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业务内部控制体系中在风险识别方面不准确，容易忽视风险或过度识别风险。 

对于风险识别不足问题，现阶段，甘肃省农村信用社风险识别活动主要集中

在贷前调查环节和贷后管理活动中，通过现场调查、非现场分析和预警机制等手

段，评估客户风险，对来自外部的，如宏观环境风险，行业系统风险，甘肃省农

村信用社自身经营风险疏于考虑。但考虑到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身为一家农村合作

金融机构，以为农民服务，为小微服务，为县域经济服务为使命，面对的客户群

体是农户、个体户、种植户、养殖户、小微企业等，他们大多从事与农业相关的

生产、贸易活动，具有天然的弱质性。而且，自 2018 年来，甘肃省农村信用社

受风险资产的影响，拨备覆盖率和资本充足率波动幅度较大，自身经营风险逐步

加大。因此，在风险识别过程中，忽视外部风险和农村信用社自身经营风险，会

导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对于风险识别过度问题，虽然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

务整体上处于激进扩张状态，但由于信贷文化的普及和责任追究制度的落实，会

引发客户经理的求真求稳心态，为规避可能发生的风险而拒绝本可能获得的收益，

从而导致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盈利水平下降。 

5.3.3 内部控制活动方面问题 

根据上述控制活动的指标层评价结果可知，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部内

部控制的具体活动中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存在严重不足，无效管理的问题。 

（1）贷前调查不深入，未能识别风险客户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在进行贷前实地调查时，存在调查计划简单，客户经理一

人言，人缘化现象严重的问题。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整体上采取激进态度，

贷前调查以实地调查为主，非现场调查为辅。第一，实地调查时的调查计划采用

固定模板，未根据客户实际情况，增设相应调查目的，而标准化的调查计划显然

不足以应对甘肃省农村信用社零散广泛且复杂多样的客户群体，从而导致调查计

划不足以覆盖全部关键风险点。第二，为防止客户经理与客户串通舞弊骗取贷款，

由 2名客户经理（主办客户经理和市场发展部的调查员）共同进行调查工作，在

实际调查中，由于主办客户经理对客户情况更加了解，导致另一名客户经理话语

权有限，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监管作用。同样，测算资金需求量和做出贷款建议

时，更是完全依赖于客户经理的业务能力和判断决策。第三，甘肃省农村信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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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于乡镇，地域范围小，客户经理与客户之间存在难以避免的人缘关系，这种

关系容易影响客户经理的专业决策。 

（2）贷款分类调整滞后，无法反应真实风险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进行贷后管理时，存在贷款分类调整不及时，贷款分类结

果失真的问题。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在贷款成立后对其进行分类，分类结果主要取

决于客户的授信评级结果。在后期进行贷款管理时，主要以定期管理的形式进行，

随时调整为辅。即在既定的时间对贷款分类进行调整，根据贷款实际发生逾期而

随时调整。这主要是因为贷款分类调整工作主要由主办客户经理负责，客户经理

在处理贷后管理工作时，现场检查手段流于形式，或仅通过询问方式了解贷款人

资金使用情况、限制性条款的落实情况，而询问方式本身作为一项弱项程序，不

能提供充分可靠的证据，导致客户经理的现场调查难以发现潜在的风险点，而非

现场分析手段的效果则取决于客户经理的个人能力，更加难以发现潜在风险。贷

款分类的滞后性导致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不能及时掌握贷款风险的实际情况，相应

地也难以根据贷款实际情况做出科学的处置手段，以减少不良贷款可能带来的损

失。尤其是当这种风险是系统性风险时，则会导致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严重的流动

性风险。 

5.3.4 信息沟通方面问题 

通过上述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中信息沟通层面评价结果可

知，在信息沟通方面，信息安全表现较差，被评为无效。说明目前甘肃省农村信

用社信息安全建设不足，信息安全难保障。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主要使用信贷业务管理系统进行全流程管理，从

贷款申请到贷后管理，从授权审批到岗位分离，均通过信贷业务管理系统实现。

首先，权责不清问题时有发生，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贷款审批时采取授权审批方式，

要求行社对分支机构授权，分支机构在权限范围内对辖内网点授权，但在信贷管

理系统中，由于权限设置不清，导致越权审批的情况时有发生。其次，甘肃省农

村信用社在办理信贷业务时，仍会产生部分纸质材料，而系统内信息为客户经理

手工输入，经常会出现输错、漏输等现象，导致电子存档信息与纸质记录文件不

一致，影响贷款的后续管理和追讨工作。最后，信贷管理系统上保存着大量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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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基本情况、借贷情况，由于涉及经济利益，极易受到黑客攻击，导致信息泄露，

造成信息安全风险。 

5.3.5 监督与管理方面问题 

根据上述监督与管理层面的评价结果可知，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控

中监察机制有效性严重不足，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究其原因是目前监督渠道单

一，以及责任追究制度落实不足，具体分析如下： 

（1）监察机制不完善，监督渠道单一 

监督机制主要存在监督执行不力，监督渠道单一，风险应对无效的问题。甘

肃省农村信用社目前落实 3 道防线的预警机制，第一道为信贷业务内部监督，由

信贷业务条线的中后台岗位负责；第二道为内控合规部监督，由内控监察员负责；

第三道为管理层面监督，由审计部和风险管理部负责。三道防线在执行监督工作

时，仍属于被动监督方式，仅在既定流程中执行监督职能，将监督工作流程化、

形式化，缺乏不可预见性。第一，对下级提交上来的信息单纯进行审核，而不进

行主动的方式验证提交资料的真实性，第三方平台查询，向工商局、税务局等平

台查询是否有客户最新信息，而且，即使是执行被动的审批工作，有时也会出现

信息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况。第二，监督方式较为单一，现阶段监督方式以实地

调查为主，对预警机制的使用较为欠缺。第三，缺乏风险应对策略。风险实际发

生时，难以快速的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策略。 

（2）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执行力低 

责任追究制度方面存在制度制定不够具体，原因界定不明，执行力度欠佳的

问题。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责任追究制度》，共计 30 条，对责任界定、追究原

则、具体处罚，并对评级授信、贷款调查、贷款审议、贷款担保中涉及的违规操

作做出规定。第一，现行制度多为指导性意见，在具体实施时，存在制度不够明

确，与实际案例有差距，难以找到完全符合的条例指导实际操作，而且，即使找

到相应条例，这些条例也多是指导性意见，没有具体的量化数据可参照。第二，

未深刻剖析风险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业务人员未尽调查、审批职责，还是客户采

取舞弊行为，或是行业、宏观环境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也未将风险原因与处罚相

挂钩，对于系统性风险或业务人员尽职情况下的客户舞弊风险，仍对相关业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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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进行处罚，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第三，在具体执行方面，由于制度上缺乏量

化指标约束，对实际案例缺乏原因剖析，导致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在处罚时缺乏可

依据的制度，处罚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执行力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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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 

本章根据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制定优化方向以及

原则，作为优化基准；其次从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内部控制活动、信息沟

通和内部监督 5 个方面，设计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 

6.1 内部控制优化方案设计 

6.1.1 优化方向 

根据目前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以及根据信贷业

务和委托代理相关理论总结，本研究将以下三个目标作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

内部控制方案的优化方向： 

①信贷有效性目标。完善甘肃省农村信用社银行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机制后，

银行的效率可大幅提高，同时能降低贷款业务的风险，给实现预期经济目标增添

砝码。 

②资金安全性目标。有效的内控制度，有助于高效筛选优质客户，减少坏账

率，实现更高程度的资金安全。 

③经营合规性目标。促进合规经营是所有银行完善内控的重要目标，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相关金融监管部门以及本行内部各项规章制度都应该是甘肃省农村

信用社优化内控系统时所必须考虑的合规性因素，只有确保经营符合各项规定，

杜绝滥用职权，合规性得以保障，其他目标才有实现的前提。 

6.1.2 优化原则 

在提出优化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方案时主要遵循三个原则： 

原则一为全面覆盖原则。信贷风险（从贷款人申请贷款偿还款项的完整流程）

的全过程是制定与实施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措施所必需兼顾的。为了保证

内部控制延伸到信贷业务的各个角落，应将相关部门各条岗位线的员工纳入内部

控制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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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二为限制权衡原则。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可通过组织机构的合理设计、部

门和岗位职责的科学划分等方式建立有效的部门、岗位间的相互制约的机制，在

信贷业务开展过程中时刻绷紧相互监督制约的警戒线，杜绝员工违规违纪，滥用

职权。 

原则三为信息公开透明原则。为确保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更

加方便实施，建立高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必不可少。信息披露可以有效监督并约束

员工的行为，减少信贷各个环节的职能权限人员以及这些人员与贷款人之间相互

串通勾结，合谋骗贷。 

6.1.3 优化框架 

如图 6.1 所示，围绕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优化目标以及原则，

本文将具体从以下 5 个方面入手制定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优化

方案。具体来说，主要从修订内部控制制度，提升业务实用性；优化信贷人员结

构，培养信贷人员能力；提升业务人员风险识别能力；规范贷前调查活动，准确

了解客户；及时进行风险调整，保障分级的准确性；优化权限设置，保障信息安

全；促进监督方式多元化，发挥主动监督作用；以及细化责任追究制度、维护执

法公正 8 个层面入手进行系统优化。 

 

图 6.1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优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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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内部控制优化方案实施 

6.2.1 内部控制环境方面 

（1）修订内部控制制度，提升业务实用性 

针对现有内控制度老化，对实际业务的指导有限的问题，甘肃省农村信用社

需修订内控管理制度，细化相关条例，提升应用能力，从而提升内部控制的制度

实用性。具体修订过程中，应根据各项制度的使用频率和重要程度，采用分阶段、

分步的方式进行。首先，鉴于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问题突出，先从修订信

用评级和贷后管理办法开始，增设信用评级调整细则，细化五级贷款分类模式，

增设调整贷款分类的原则和具体流程，从贷前授信和贷后管理两方面入手，降低

发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由于甘肃省农村信用社深受不良贷款问题的困扰，较低

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释放出强烈的风险信号。信用评级和贷后管理办法，

可有效控制风险。其次，鉴于近 5 年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

较低且波动大，释放出强烈的风险信号，接下来需修订风险管理办法。以全面风

险管理为原则，加入对宏观环境、行业发展，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内部经营指标的

考虑，模拟现实环境，准确识别风险。风险防控始终是金融机构长期运营不可避

免的话题，要将风险管理意识融入信贷业务的每一个环节，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坚决杜绝系统性金融风险。最后，考虑到责任追究办法对信贷业务人员的正向激

励作用，修订责任追究办法，剖析风险发生原因，细化解释现有条例，控制执法

者的自由裁量权，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信贷文化。 

（2）优化信贷人员结构，培养信贷人员能力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研究，信贷业务人员是有效实施内部控制的关键因素，因

此，针对现有信贷业务人员学习能力有限，业务能力缺乏的问题，甘肃省农村信

用社应加大人员招聘力度，丰富日常业务培训，搭建老带新师徒机制，优化人力

资源管理。首先，加大人员招聘力度，选取社招和校招两个渠道，力图从社招渠

道中引进具有 2 年及以上金融机构工作经验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中青年员工，从校

招渠道中选拔高学历、高能力的青年员工，为日后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其

次，加大新业务培训力度，发展新业务是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自我发展必不可少的

一环，也是为甘肃省农村金融服务的必经之路。根据业务实际发展需求和金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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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最新发展，优选培训内容，采用定期培训的方式，提升员工对新业务的了解程

度。最后，建立老带新师徒机制，师徒机制是解决经验传承的有效办法，中年员

工将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智慧，总结梳理，整理成档，在通过讲授的方式传授给青

年员工，从而实现经验的有效循环。 

6.2.2 风险评估方面 

针对现有风险评估过程中，风险识别不足和过度识别的问题，甘肃省农村信

用社应从扩大风险识别范围，提升业务人员风险识别能力和落实“大信为农，相

合共生”的信贷文化入手。首先，扩大风险识别范围，识别风险时不在局限于来

自客户的风险，不再仅关注客户自身信息，经营状况，资本情况，现金流量指标，

增加考虑来自外部的风险，如国际经济形势，国内经济政策，农业相关行业发展

周期等；考虑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内部经营风险，如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已

发放贷款覆盖行业等。其次，提升业务人员风险识别能力，从加强知识储备入手，

不仅是学习信贷方面的知识，还需清楚常见行业的基本特性，种植季节规律，粮

食作物如小麦、洋芋、青稞，经济作物如棉花、甜菜、茶叶等，养殖业如肉鸡、

肉牛、肉羊等；接着提升调查能力和技巧，在调查过程中综合使用询问、观察、

分析、第三方询证等手段，改善调查效果。最后，注重信贷文化的传播和发扬，

业务人员在工作中只有坚定的信仰，“大信为农，相合共生”，以诚信执业为荣，

以为农户解决经营难题，脱贫攻坚为工作使命。 

6.2.3 内部控制活动方面 

（1）规范贷前调查活动，准确了解客户 

针对现行调查计划不够全面，客户经理决定论和人缘化的问题，甘肃省农村

信用社应在实地调查时，落实调查双客户经理制度，发挥专业能力提出科学贷款

建议，采取关联方回避制度。首先，制定科学的调查计划和提出经济的贷款建议。

标准化的调查计划有时并不足以反应客户实际的经济状况，制定调查计划时应综

合考虑客户基本信息，主营业务，经营状况，资本实力等信息。之后，根据调查

结果，贷款用途和客户的现金流情况，提出专业的贷款建议。其次，落实贷前调

查双客户经理制度，双客户经理对于防范客户经理与客户串通舞弊的风险具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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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用，保障市场调查部调查人员在实地调查中应有的权利，鼓励其提出质疑，

并落实责任制度，两位客户经理均需对调查结果负主要责任。最后，为避免人缘

关系造成的舞弊风险，采用关联方回避制度，在进行关键控制活动时，如客户评

级，授信管理，贷后贷款分类调整时，避免关联方直接处理相关业务。 

（2）及时进行风险调整，保障分级的准确性 

针对现有贷款分类调整不及时，分类结果不能反应真实风险的问题，甘肃省

农村信用社应从提升授信评级的准确性，采用强项调查程序和风险资产的变现能

力 3 方面入手。首先，贷后定期更新授信评级，根据贷款分级依据可知，授信评

级是影响贷款分级结果的首要因素，因此，要定期对客户重新评级，修正现有结

果，使贷款评级发挥该有的风险预警作用。其次，贷后管理活动中，增加强项调

查程序，综合使用检查、分析，第三方机构询证等方式，提升调查结果的可靠性。

最后，加强风险资产的处置能力，在风险实际发生时，贷款已无法全额收回，此

时，风险资产的处置决定企业的损失，合理的处置时间，处置方法，都会影响可

收回金额，从而影响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的利益。 

6.2.4 信息沟通方面 

针对系统内权限设置不清，电子信息与纸质档案不一致和信息泄露的问题，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应从系统内权限设置，建立审核制度和系统维护 3 方面入手。

首先，规范信贷管理系统内权限设置，由于信贷业务涉及到的审批事项较多，授

权范围较为复杂，对于可能发生的越权审批问题，在信息系统中直接禁用权限，

让系统发挥一定的监督管理作用。其次，建立事中审核和事后退回制度，对于某

些需要当场确认的业务，采用事中审核制度，当场修改上传信息；对于已归档的

业务，可通过事后退回制度，提请主办客户经理修改材料，确保电子信息的准确

性。最后，维护系统安全，由科技信息中心定期维护系统，避免系统漏洞；规范

员工健康使用信息系统，合理设置权限，避免岗位不相关信息随处流动，造成客

户信息泄露。 

6.2.5 内部监管方面 

（1）监督方式多元化，发挥主动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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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监督方式单一，监督主动性不足的问题，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应从改变善

绩效考核思路，完善预警机制，明确风险应对策略 3 个角度入手。首先，根据激

励约束机制的相关内容，改变现有绩效考核思路，增加风险管理，将考核导向从

单纯的重收益转变为收益和风险兼顾，将贷款质量与员工个人利益相挂钩，倡导

主动监控，在监控过程中充分发挥三道防线的主动监控作用，尤其是信贷业务人

员，激发其自我监控的内生动力。其次，完善预警机制，在现行预警机制仅监控

客户基本情况、经营财务状况的基础上，在信贷管理系统上，增加对甘肃省农村

信用社的风险承受能力，资金投放行业风险变化的监控；为增强预警功能的实用

性，细化预警警戒线的设定，提升预警值与贷款具体情况的适应程度，使得预警

指标发挥真正的预警作用。最后，明确风险应对策略，梳理现有风险类型，根据

风险发生的原因，频率，影响的范围，可能导致的危害等因素，确定相应的风险

应对策略。从而在风险实际发生时，可以快速的提出具体有效的风险应对策略。 

（2）细化责任追究制度，维护执法公正 

针对责任追究现行条例和流程不够具体，公平公正性有待修正的问题，甘肃

省农村信用社应从修订责任追究制度，增设流程环节和规范使用权力入手。首先，

为增强《责任追究制度》的适用性和参考性，在现有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处理，

增加量化指标，如对贷后管理不当的处罚做出具体规定，使得追究责任时能够有

可参照的明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依据。其次，为鼓励信贷业务人员的放贷积极性，

增设原因剖析环节，判断风险是信贷人员操作失误，客户故意舞弊还是宏观行业

变化导致的，标准化处理流程，将原因剖析放在第一流程，并将信贷发生原因作

为影响责任追究力度的一个因素，避免损害信贷人员的合法权益。最后，为维护

责任追究的公平公正性，控制执法人员的权力，减少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在

具体追究责任时，严格按照现行制度规定和流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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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实施的保

障措施 

本章根据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提出具体的实施方

法，从制度、人力资源和文化 3个方面提出保障措施，具体如下。 

7.1 制度保障 

为改善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突出的问题，优化信贷业务内部控制，

需要先从制度做起： 

（1）修订《贷后管理制度》，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现有贷款管理制度老旧，

制定后几乎未曾修改，尤其是贷款分级制度，仍采用 1998 年提出的五级管理制

度，并且分类标准宽松，不适合当前信贷环境。因此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应参考工

商银行采用的十二级分类法，在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的基础上，将正

常类分为正常 1级、2级、3级，关注类分为 1级、2级、3级类别下，次级类分

为 1 级、2 级，可疑类分为 1 级、2 级。在确定具体级别时，在考虑贷款人评级

和贷款逾期因素的基础上，增加考虑贷款人现金流量、融资能力、还款能力和还

款意愿因素，以求更加准确的划分贷款类别。 

（2）强化客户经理负责制度，在整个信贷业务环节中，对业务整体情况最

为了解的是客户经理，能够与贷款人直接接触的也是客户经理，应明确整个贷款

环节中客户经理的职责与权限，让客户经理做好信贷业务的第一道防线，发挥贷

款人审查的作用。 

7.2 人力资源保障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改进是一个业务范围广、涉及部门多的

过程。这样大范围的改进必然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持。 

（1）加大人员招聘力度。人员招聘要从两个方向进行：校招和社招。校招

可以补充学习能力强、学习意愿强的年轻员工，以满足信用社创新业务发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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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社招主要补充对金融行业有一定了解，业务经验丰富的人员。招聘时还要注

重员工内部结构，以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 

（2）优化现有培训机制。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的改进对员工的业务

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要在现有培训体系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

进三个方面做出改进。 

首先在培训内容上，增加关于业务扩展、信贷管理、风险控制、业务创新等

内容，提升员工的业务能力。培训中要根据不同员工、不同岗位对于培训知识的

需求制定精细化、个性化的培训课程和培训方式。另外还需注意到每个员工对于

培训内容的接受能力和理解程度，及时对其进行巩固和深化。管理层培训课程也

应和业务执行层员工有所区别，增加管理层管理理念、信贷文化等培训内容的比

重，并重视对一线业务员业务流程和产品内容的培训，从而提高银行信贷业务经

营效率。 

其次，在培训时间确定方面，要充分考虑受培训员工的便利度需求，按照不

同岗位和不同培训内容的重要程度分别为员工制定培训计划表，例如像贷前审查、

贷后管理这类内容庞杂、重要程度高的课程就应纳入中长期培训计划。 

第三，注重从发展速度较快、发展质量较高的优秀银行业金融机构处汲取管

理经验，并与高校相关领域专业人士达成合作，邀请教授、业内专家等前来甘肃

省农村信用社进行员工培训，优化管理人员的管理思维，提升决策人员的决策水

平，创新管理人员金融思维，从根本上增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的核心能

力。 

最后，对于有志于进行进一步深造、主动提升其业务水平的员工，甘肃省农

村信用社应给予充分的时间可财务支持，一方面可以增加员工对甘肃省农村信用

社的忠诚度和归属感，另一方面，工作能力的提升也将有助于改善银行经营效率

和管理水平。同时，支持员工深造也有利于为甘肃省农村信用社未来发展储备高

级管理人才。 

7.3 文化保障 

文化可以赋予金融工作生命力，将大信和为农文化，植根于员工的内心，融

入企业的发展，可以使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走的更宽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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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升华企业文化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始终以“大信为农，相合共生”作为企业文化及经营活动

准则，从抓学习、深扩展两方面入手，进一步强化企业文化，传承和弘扬奋斗精

神，强调奉献精神，弘扬内诚于心，外信于人的精神，不断为银行金融服务工作

注入新鲜力量。从操作层面来说，一方面要加强企业文化教育，以先进的企业文

化引导信贷部门员工产生对于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的认同感和对其工作

岗位的尊重；另一方面要定期组织团建活动，将银行文化理念融入其中，并确保

活动的趣味性、教育性，鼓励员工积极参加，从而在银行内部形成良好的文化氛

围。 

（2）为农服务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作为甘肃省地方性金融机构，自设立之初就以为农服务为

宗旨。新时期，为农服务有了新的诠释。要扎根甘肃农村地区，立足于甘肃农村

经济发展实际，结合种植业、养殖业发展情况，以脱贫攻坚为己任，以乡村振兴

为使命，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作用，结合打造有温度、有情怀、接地气的农村

信用社。 

（3）形成廉政合规环境 

要保障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及下属信贷部门的可持续发展，银行内部必须构建

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并加以落实，使每个员工都严守规章制度、每项流程都符合

执行标准，形成严谨合规的经营管理氛围。具体来说，首先银行要建立一套系统

性强、可行性高的业务办理规章制度，保证任何业务都“有章可循”、“有理可

依”，增加各信贷业务办理环节的规范性，杜绝过程中的徇私现象。第二，要建

立专门的考核机制对信贷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和员工绩效工

资水平挂钩，增强员工对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管理工作的重视。第三，就员工

在信贷业务办理过程中的违规情况制定相应的奖惩制度，并严格落实，即按一定

时期内违规次数的多少对员工进行奖励或惩罚，对完善银行规章制度建设做出积

极贡献的员工给予全行表扬或发放奖金等奖励，以此来提高银行信贷业务监督管

理效能，增加员工在银行信贷业务规章制度建设、遵守中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

而提高甘肃省农村信用社内部控制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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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论文写到这里，意味着时隔一年的论文写作生活就此画上句号。在论文写作的过程

中，有过艰辛、有过迷茫、也有过欣喜和成就感。每天下班后就伏在案头上写论文，时

常因为思路不畅而抓耳挠腮的景象还历历在目。 

这篇论文能够顺利完成需要很多人的帮助，尤其是我的导师方来教授，为论文也付

出很多时间和精力，在论文选题初期，就为我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在后续写作过程

中，一直耐心辅导，帮助我解决很多写作中遇到的难题，尤其是在定量分析过程中，对

我的帮助很大。在这里，在论文的结尾处，我要真诚的向他道一声感谢，感谢他孜孜不

倦的教诲，感谢他不求回报的奉献，因为有他，我才可以顺利完成这篇论文。 

其次，还要谢谢学院中其他的老师，感谢他们在我答辩汇报中提出的建议，正是这

些问题促进我思考，使得这篇论文一步步的完善。 

然后，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感谢大家这两年多的陪伴，因为有你们，让我的研究

生生活更加靓丽多彩。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感谢他们在我读研期间对我生活上的帮助，谢谢他们对我

的宽容，也谢谢他们对我无私的爱。 

 

 

 

                                      作者：杜润 

                                            2022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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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指标权重专家打分表 

尊敬的各位专家、领导： 

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填写这份问卷，本人为一名MBA研究生，正在对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此研究有助于甘肃省农

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改进。本次问卷为匿名调查，不做商业用途，您可放心填写，

再次感谢您的热心参与。 

请您根据表 1 列示的打分标准，对表 2-表 6 依次进行打分。 

表 1 判断标准 

评价尺度 判断标准 

1 因素 a 与 b 同等重要 

3 因素 a 比 b 稍微重要 

5 因素 a 比 b 明显重要 

7 因素 a 比 b 强烈重要 

9 因素 a 比 b 极端重要 

1.你认为在评价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时，以下两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 

评价指标 信贷业务控制

环境 

信贷业务风险

评估 

信贷业务控制

活动 

信贷业务信息

与沟通 

信贷业务监督

与管理 

信贷业务控制

环境 

1     

信贷业务风险

评估 

/ 1    

信贷业务控制

活动 

/ / 1   

信贷业务信息

与沟通 

/ / / 1  

信贷业务监督

与管理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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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你认为在评价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控制环境时，以下两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 

评价指标 组织结构 领导基调与发

展战略 

内控制度制定 信贷人员能力 信贷文化 

组织结构 1     

领导基调与发

展战略 

/ 1    

内控制度制定 / / 1   

信贷人员能力 / / / 1  

信贷文化 / / / / 1 

3.你认为在评价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风险评估活动时，以下两个指标的相对重要

程度： 

评价指标 风险识别 风险预警 风险应对 

风险识别 1   

风险预警 / 1  

风险应对 / / 1 

4.你认为在评价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控制活动时，以下两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 

评价指标 贷前调查 贷中审批 贷后管理 不良资产处理 

贷前调查 1    

贷中审批 / 1   

贷后管理 / / 1  

不良资产处理 / / / 1 

5.你认为在评价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信息与沟通时，以下两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

度： 

评价指标 信息技术系统 信息安全 上下级沟通渠道 

信息技术系统 1   

信息安全 / 1  

上下级沟通渠道 / / 1 

6.你认为在进行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监督与管理时，以下两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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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监督机构独立性 监督机制有效性 责任追究制度 

监督机构独立性 1   

监督机制有效性 / 1  

责任追究制度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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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表 

尊敬的各位同事、领导： 

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填写这份问卷，本人为一名MBA研究生，正在对

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此研究有助于甘肃省农

村信用社信贷业务内部控制改进。本次问卷为匿名调查，不做商业用途，您可放心填写，

再次感谢您的热心参与。 

评价标准 

区间 9-10 7-8 5-6 3-4 0-2 

等级 非常强 强 中等 差 非常差 

评价表 

序号 
内部控制

要素 
内部控制指标 被评价内容 得分 

1 

信贷业务

控制环境 

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建设情况  

2 
领导基调与发展

战略 
定位与发展战略  

3 内控制度制定 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4 信贷人员能力 信贷人员的学历、培训、工作经验  

5 信贷文化 信贷文化的建设、宣传和组织员工培训情况  

6 

信贷业务

风险评估 

风险识别 是否存在风险识别的方法和技术  

7 风险预警 是否存在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  

8 风险应对 是否具备应对风险的能力  

9 

信贷业务

控制活动 

贷前调查 贷前是否对客户进行多手段、全方位的进行调查  

10 贷中审批 贷中审批环节是否遵守公司章程  

11 贷后管理 贷后管理  

12 不良资产处理 不良资产处理方案以及实际处理情况  

13 信贷业务 信息技术系统 信息技术系统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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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信息与沟

通 

信息安全 信息系统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15 上下级沟通渠道 上下级沟通渠道的建立情况以及使用情况  

17 信贷业务

监督与管

理 

监督机构独立性 监督机构是否与企业内部相独立  

18 监督机制有效性 监督机制的建立情况以及执行情况  

19 责任追究制度 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情况以及执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