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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技术的不断演变，市场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风险。

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开始意识到内部控制执行时离不开风险管理的支持，对企业

运营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视度也在逐渐加深。COSO-2017《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将

企业风险管理和企业价值紧密关联，关注风险管理与战略、绩效的整合。

COSO-2017 是在原有风险管理框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更新了风险管理的内涵，

提升了人们对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视度。

信托行业具有高风险与高复杂度的行业特性，由于信托公司的主体会受到信

息不对称的影响，并且在金融行业风险高度不确定性与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信

托公司内部控制的问题也在不断显现，即使再完美的内控制度体系也难以规避内

控风险。可见，研究信托公司的内部控制问题是非常必要的。本文将根据国家出

台的信托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对 Z信托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展开评价。

本文根据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对内部控制和全面风险管理的关系进行了深入

分析。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理论、《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信托公

司内部控制指引，结合 Z 信托公司内部控制现状以及 COSO-2017 五要素相对应

的 20 项基本原则，构建了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本文在内部控制评价方法

中，使用了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发现 Z公司尽管目前已有一系列的内

部控制制度，但还是在某些设计上存在着缺陷，或者是制度没有被很好地执行。

同时，对 Z公司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为信托

行业的其他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内部控制评价 全面风险管理 信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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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new risks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in

the market. On this basi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begun to realiz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uppor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the emphasis on enterprise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system is gradually deepening. COSO-2017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closely links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value, focusing on the integr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with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COSO-2017 is based on the original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further updating the connot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and enhancing people's attention to 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

The trust industr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risk and high

complexity, because the main body of trust companies will be affected by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driven by the high uncertainty of risk and

capital profit pursuit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e problem of internal

control of trust companies is constantly emerging, even the perfect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is difficult to avoid internal control risks. It can be

seen that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study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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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ies. This article will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of Z Trust Company based on the internal control

guidelines issued by the state.

Based on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control and 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 theory, the

Basic Standards for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and its supporting

guidelines, the internal control guidelines of trust companie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of Z Trust Company and the

20 basic principles corresponding to the five elements of COSO-2017, an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system was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the analytic hierarchy method and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are used in the internal control evaluation method, and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Company Z currently has a series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there are still some design flaws, or the system is not

well implemen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of

Company Z were studied and analyzed, an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ternal control evaluation

of other enterprises in the trust industry.

Keywords ： Evalu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s;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Trust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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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

飞速发展与进步，风险的复杂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企业风险管理框架》是于

2004 年由 COSO 成员根据《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制定的，并于 2017 年正式公布

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最新版本，将其与公司的经营策略及绩效紧密结合起来。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公司风险管理思想，并从多个方面对原有的内部控制体

系进行了改进。同时我国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配套的指引，这一

规范可以为公司提高其内部控制的质量，以及提高公司的风险应对能力提供建议。

2008 年，五部委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该规范指出了大中企业

必须要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并做到有效实施，同时鼓励其他企业设立内控制度。

通过研究发现，许多公司管理者对于内部控制认识并不深刻，公司内控制度

并不健全，不能做到对企业运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把控，只是简单地把

它当作一项简单的任务执行。部分公司在出具的财务报表中存在隐瞒内控真实情

况的现象，从而不能真正反映出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两者要做到有效结合。全面风险管理需要同时兼顾

企业的外部的环境与内部的运营状况，多角度全方位的把控风险，其包含的范围

比内部控制更为广泛。当前，企业的管理者已经意识到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

的重要性，在公司治理中会加速两者体系的建立。但多数企业在执行过程中，或

多或少都存在着问题。例如风险管理目标与公司的战略目标不匹配，内部控制管

理流于形式，企业风险管理不完善等问题。针对上述现象，企业要不断优化内部

控制体系，制定符合行业特性与自身实际状况的内控制度。

近些年来，我国信托行业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也不断显现。例如市场中

的交易信息不够透明，从而导致投资者的信任度不够，信托产品不能被市场认可，

或者监管部门不够健全与信用评级不够完备造成了信托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等

问题。在国家政策导向下，信托公司自身的风控意识也不断提升，其内部控制评

价体系的探索更应该进一步扩展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是 Z信托公司。在借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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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全面风险管理为视角，根据《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和信托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找出其中的问题，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剖析，对 Z信托公司的内部

控制如何改进和完善提出了建议。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的视角，将全面风险管理理论与《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指引》结合并设计出了一个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研究 Z信托公司现阶段的内部控

制的设计和运作，从而可以进一步地对该企业的内部控制展开研究，并对其中的

问题进行阐述，并根据该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改进。在此基础上，对企

业的内控绩效进行了评估，并对其评估方法进行了补充。

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当今社会，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对优化内

部控制体系的重视度也不断加深。本文以全面风险管理为视角，尝试对全面风险

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关系进行探讨。根据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可知，从全面风险管理

视角出发，以信托公司作为案例公司来对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进行评价的文献较少，

现有的研究结论也多以概念与重要性的分析为主，应用性的分析比较欠缺。

本文以 Z 信托公司为例，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风险管理与

内部控制理论相结合，根据信托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

价。在某种程度上，对信托行业的其他企业也起到一定的理论参考作用。

（2）实践意义

虽然多数学者已开始将全面风险管理理论与内部控制相结合进行研究，发挥

两者的作用共同为公司治理服务。相关的政策规章也为各大企业建立并实施内部

控制制定提供支持。但在实践过程中是否真正落实到位还有待商榷。部分企业的

内部控制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仅是作摆设，没有完善的内部控制去主动应对

风险，企业内控重大缺陷事件还是经常发生。

本文将 Z 信托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对其内部控制进行研究。在全面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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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本论文针对 Z信托公司，构建了一个内部控制评价体系，

并对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展开了深入的剖析，以此来发现其内部控

制制度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并对这些缺点和不足给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改善建议，

这样可以让企业的内控体系在今后的运营中更加具有合理性，达到了经营的效益

性和效率性，确保了公司的正常运作，并遵守了相应的法规的规定，还可以让公

司的股东权益得到保障，同时也可以为其他遇到类似问题的公司，有关内部控制

在企业中顺利运行的问题，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1.3.1 国外文献综述

（1）全面风险管理研究

早在 1992 年美国 COSO 发表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度，但 COSO-1992 强调关注企业的财务报告，关注体系过于单一，具有很大的局

限性。随之 COSO-2004 颁布了新版的《企业风险管理一整合框架》，该框架对以

往理论进行扩展，与之前相比该框架强调风险管理的作用，但依旧没有意识到从

企业的全局考虑内控。在 2017 年，COSO 委员会发布新版的风险管理框架，该框

架面向整体，强调公司战略、绩效以及企业文化，该框架的颁布让人们意识到全

面风险管理与企业内部控制之间密切的关系所在，为企业提升内部控制制度提供

了理论支持。

在关于公司开展全面风险管理的研究中，Janet G 等人（2020）提到全面

风险管理需要在公司管控层面以及业务层面同时进行，两者缺一不可。全面风险

管理系统要体现在公司管理日常的方方面面。James Verbrugge 等人（2020）提

到了全面风险管理过程中要素的重要性。在全面风险管理过程中要考虑到各要素

包含的内容以及如何将其应用到工作中。只有做到明确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将各

个要素贯穿于全面风险管理的全过程，才能使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更具系统性。

Rami Shaheen 等人（2020）指出，企业在进行风险识别中，要将一些不确定性

的因素考虑在内，综合识别各种风险，可以使用组合选择理论来开展全面风险管

理工作。

部分学者将全面风险管理与其他领域进行结合研究，Samer Alhawari（2012）

将知识管理作为一个突破口，在进行架构的时候，将知识管理的有关理论融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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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实现了将知识管理与全面风险管理二者的融合。Jukka Hallikas 等（2018）

从成本角度探讨企业风险的控制，分析了影响因素并对影响效果进行了说明。

（2）内部控制研究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指出各大要素对内部控制的影响。Sutton(2006)提倡企

业的管理层要提高对内部控制的重视度，因为此项重视度会直接影响股东对企业

内控的了解度，进一步促进董事会和股东之间的信息的沟通与传递，有助于优化

企业的内部控制。Jan A.Pfister(2009)研究发现了组织文化对内部控制的作用。

企业文化与内部控制制度紧密相连，企业文化影响企业员工工作的认真程度，所

以企业要做好企业文化的建设，以此来提升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Chunli Liu

et al.（2017）指出在内部控制运行过程中，企业内部员工的风险意识与责任意

识，对内控也产生很大影响。Youngsung Kim 等（2020）对内部控制与其他领域

的关系做了详细研究，研究发现企业财务状况与内部控制缺陷也存有一定关系。

Siti Maria Wardayati（2016）提到了内部控制贯彻落实程度的重要性，

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在公司的贯彻落实情况会影响员工对内部控制的理解度。内部

控制实施越深入，员工对内部控制的理解越透彻。Heather（2000）指出股东、

管理层和全体员工都要积极地参加到内部控制中来，而内部控制的主体会对公司

的经营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产生直接的作用，并保证公司按规定运行，提高公司的

运营效率，从而让财务报告的披露变得更加可信。Koo 等（2020）研究发现，企

业的管理者需要对企业员工提供正向的鼓励，以此可以提高员工执行内控工作的

积极性，激励内部控制人员主动去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

（3）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关系研究

在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关系的研究上，加拿大 CICA 和英国 Turnbull 理事

会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在英国，2005 年时， Turnbull 委员会曾提及，作为对公

司内的风险管理有很大的作用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内部控制。然而，加拿大的

CICA 认为在实施内部控制的过程中，风险的识别、评估、应对等是企业实施内

部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

Laura de Zwaan 等人（2011）认为参与内部控制的主体应该涉及到公司内

部的每位员工，其工作的内容是为了识别日常工作中的各种风险并采取一定的措

施进行降低，内部控制制度要涉及到公司内部的每个业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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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ordjevic M（2012）认为全面风险导向型的内部控制对于企业而言的作

用，类似于人体免疫系统对于人体。全面风险管理系统可以对风险进行识别与评

估，将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相结合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内控目标，维系企业的

正常运营。Teoh Ai Ping（2015）针对全面风险管理，经由通过论述和分析，提

出了对整个公司的规模、绩效水平和发展前景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各要素之间会

相互联系， 彼此发生综合作用，对企业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1.3.2 国内文献综述

（1）全面风险管理研究

在 COSO-2014《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发布后，我们国家就开始研究和

创新新的管理模式。开始了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并以我国的企业和法律法

规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结合国外较为成熟的风险管理方法，在全面风险管理方面，

获得了较好的成果。

在《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中，对其进行了定义，即：在确定了整体

的运营目的之后，对整个运营过程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

个整体的风险管理系统，为公司整体经营目标的达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流程保

障。

对于金融行业风险管理的研究，我国较晚于国外，但有不少学者也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徐江平（2012）研究表示虽然我国信托行业高速发展，但仍存在很多

管理缺陷，信托公司要着重关注企业内部的风险管理的问题。张新颖（2016）通

过比较和分析近几年来的金融行业的风险管理结果，指出要加强风险管理的观念

意识，变消极为积极，积极主动地进行风险的控制，完善公司的内部风险管理的

组织结构。张珂莹（2018）提出在进行供应链金融风险管理活动时，要结合行业

特性与企业现状来设计科学的风控流程，以此才能确保企业内部全面风险管理活

动的有序开展。

周蓉蓉（2017）指出人才培养是企业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一环，企业内部审

计人员过硬的知识储备有利于企业更好地预防和降低风险。企业要加强风险管理

人才的培养，吸引并留住人才。于宏睿（2018）对内部组织结构的设置进行了研

究，认为全面风险管理对于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部分国有企业

虽然采用了全面风险管理的模式，但仍存在岗位职责划分不清晰的情况。周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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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提到了风险评估报告中量化内容的重要性，部分国有企业的风险评估报

告中对风险影响等级多为主观判断，内容缺少量化数据，评估结果缺乏客观性。

吕文栋等（2019）指出了 COSO-2017 的不足之处，他们研究发现虽然 COSO-2017

强调了企业战略、绩效、全面风险管理，但是该框架中并未指出如何将这三要素

融合并且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文幸（2020）提到国有企业要践行全面风险管理，

并指出企业要遵守风险识别、评估、应对、日常监控与动态预警以及构建风险管

理信息系统等举措。深化全面风险管理可以使国有资产实现增值，帮助企业实现

长远发展。秦永平（2021）通过分析自身工作所在企业的风险管理状况，结合自

身对企业的了解，更深入的分析公司问题及成因，并给出相应的对策。

（2）内部控制研究

学者对内部控制与内部控制有效性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阎达五等（2001）

认为企业在构建内部风险控制框架时，首先应建立一个完善的风险管理机构，明

确各部门的职责。业务复杂的企业要设置审计部门与审计委员会。逐东等（2014）

指出贯彻落实员工激励机制是企业提高内控水平的重要举措之一。韩晓梅和朱国

泓（2015）强调了信息化建设在企业内部控制过程中的重要性。鲍诗度、陈文懿

（2019）讨论了内部控制评价的价值与影响意义。内部控制评价在规范企业日常

经营活动中产生重要作用，同时也对企业内部管理者清正廉洁的作风提供了保证。

王鑫（2020）提到企业要有创新精神。企业的财务体系要与内控体系相结合，将

理论知识落实到实际日常工作中。陈弘，李亚卫（2021）研究发现企业高层管理

者的权力集中度影响内控有效性，要避免权力过重，权力凌驾于内部管理之间的

情况。同时研究发现，高层管理者的道德品质也对内控有效性存在一定影响。

在对建立评价指标的文献中发现，大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评价指标的建

立要满足多样性与全面性原则，在指标设立时要体现公司所处行业的独特性，还

要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设置。彭艳华(2018)的研究发现在设立评价指标时，

可以有效利用信息化手段。通过研究财务风险与内部控制制度，得出了利用信息

化手段参与指标设定，可以大幅提高工作效率，体现指标设定的科学性。韩兴国

（2020）强调要对指标进行系统分析，要保证指标在风险层面可以做到有效分析。

陆莹和黄睿（2021）强调指标设置的多样性与全面性。研究以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为前提，在执行内部控制过程中进行全面分析，制定多个指标，从多角度对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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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找出了问题所在，帮助企业度过了难

关。

针对企业内部控制评价运用的方法问题，部分学者展开了研究。张先治和戴

文涛(2011)寻找科学的方法来评价内部控制，研究发现使用数学模型可以保证内

控评价数据的准确性，或者通过建立内控框架也是一项不错的选择。彭丽(2017)

提到了采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这两个方法，对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

进行评价。赵明（2020）指出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进行内控有效

性评价，并提到两者的结合可以妥善解决对量化界限不明的问题。王元彤(2021)

也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内部控制的指标权重进行设置。

（3）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关系研究

袁吉伟（2013）研究了 26 个信托业务，通过研究这些业务中风险的形成和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分析，得出了导致其出现的重要因素，并对其进行了有

效的识别和防范。对此他还提出在企业实施内控的过程中，要对项目的管理实施

有效的监督，建立奖惩机制，将全面风险管理落实到实处，避免管理形式化。

许名卉（2016）提出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关系密切。企业所面临的风

险数量会呈现一个逐渐增多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在实施企业内部控制时，需要将

全面风险管理融入其中，进而提升对风险的控制水平，帮助企业战略目标的达成。

舒伟、左锐等人（2018）结果表明，新的风险管理架构与内部控制的联系有了较

大的提升。陈君（2019）对 2017 年颁布的 COSO-ERM 框架进行了研究，阐述了

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的不同，并且指出两种系统是相互弥补的关系。

崔志芳（2020）研究提到了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共同目标，是帮助企

业战略目标的达成。杨晓丽（2020）提出企业要开展基于风险防范的内部控制。

茹作海（2020）表示国有企业优化内控体系，加快建设内部控制体系的进程。在

此过程中要将内外部环境相结合，综合考量整个市场和公司的内部情况，推动公

司的风险和内控的双结合。王作娟（2022）认为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是公司日常运

营的重要环节。公司要注重人才培养，提升员工的服务品质和专业度，做好风险

预判。企业内部控制要重视企业的风险管理，准确识别企业所面临的的风险并进

行风险应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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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文献评述

基于上述国内外的文献可知，国内外学者在对公司实施内部控制以及全面风

险管理体系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在全面风险管理的认识上，国内外学者均认

为了提高公司的整体效益，公司必须从其自身的发展方向出发，进行风险管理。

在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的研究中，我国的研究进程虽然较落后于西方国家，

但随着我国政策的支持与完善，以及公司运营过程的实践，我国的理论研究实现

了从零到一，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从研究中发现，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应制定符合

本国国情的内部控制理论体系。

信托公司所面临的风险多种多样，包含市场环境与政策情况等外部因素以及

经营管理与硬件设施等内部因素。通过阅读文献可知，大多学者对信托行业的研

究大多还停留在风险成因以及对项目进行分析的层面，对信托公司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的研究甚少。本文通过以 Z信托公司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对其内部控制情况

进行评价，将全面风险管理理论与内部控制将结合，结合信托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建立了针对 Z公司的内部控制控制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

对 Z公司相关指标进行分析，找出问题并提出建议。

1.4 研究内容及框架

1.4.1 研究内容

第一章：绪论。本章首先从 Z 信托公司行业大背景、内部控制政策背景出发，

阐述了研究目的及意义，并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研读，从全面风险管理、内

部控制、内部控制与全面风险管理的关系，三个方面的文献研究入手，总结出了

文献述评，其次介绍了研究内容及框架。

第二章：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介绍了内部控制与内控评价的概念，阐述了

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与内部控制理论，为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建立

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三章： Z 信托公司基本概况及内部控制现状。介绍了 Z 信托公司的基本

概况，包括组织架构，经营状况等，并且对于 Z信托公司的现状进行了描述。

第四章：Z信托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首先阐述了需要依据哪些

原则进行构建，然后对内部控制体系从定性与定量两方面进行构建，最后制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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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评价标准。

第五章：Z信托公司内部控制评价。首先介绍了内部控制所运用的方法，对

定性指标分值与定量指标分值进行计算，结合两者数值进行综合分析。从

COSO-2017 五要素入手，找出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从五个方面提

出建议。

第六章：研究结论与不足。

1.4.2 研究框架

图 1.1 文章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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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1)文献研读法

本文通过搜集对全面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关系

有关的文献，对其进行了整合与研读。通过使用知网查询，对文献做到了搜集与

整理。同时，研究了我国的相关政策性文件，为评价 Z公司内部控制体系提供了

政策指导与理论基础。

(2)案例分析法

本文以 Z信托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根据 Z信托公司的实际情况，基于全面

风险管理理论与《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对其内控体系进行构建，以此来评

价 Z信托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根据评价结果发现问题，找到改进对策。

(3)调查问卷法

本文使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总结很难量化的指标，并给予了对应的评分标

准，最终得到了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结果。在最终确定评价值的时候，可以向

Z信托公司的有关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并对其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了采集和整

理，以此来对 Z信托公司的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评估。

(4)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

层次分析法是指将这些指数进行配对对比，构成一个矩阵，最终决定其对评

估对象的影响力大小。而模糊综合评价法是指通过确定模糊集合与隶属度，将指

标量化得到准确数值，使评价结果更具科学性与客观性。在分别得到定性与定量

指标的具体数值之后，本文将两者进行结合得到最终评价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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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内部控制

美国 COSO 委员会于一九九二年出版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在此基

础上，本文提出了以董事会、管理层和全体职工为主要内容的公司治理结构，并

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分析。在内控的执行过程中要遵行内控相关的法律法规，

把企业的经营方针落实到实处，做到各项经营活动相互制约，提升日常工作运营

效率的效率，以此来确保最终出具的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内部控制主要涉及以下

五个要素，分别为：内部环境、风险评价、信息沟通、控制活动、内部监督。拥

有良好内部控制的企业可以做到提升运营管理效率，提高各项资源的利用率，降

低成本，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2017 年 COSO 委员会颁布《企业风险管理框架》，该框架更新了风险管理的

内涵，将企业风险管理框架的五要素定义为： 治理和文化、战略和目标设置、

绩效、审查和修订、信息交流和报告，COSO（2017）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全面风

险管理的重视度。

从 COSO-1992 到 COSO-2004，再到 COSO-2017，对于企业的内部控制所需把

控的重点实现了不断变革。从最开始的关注企业运营流程的管控，再到财务报告

要合法合规，最后 COSO-2017 开始聚焦与企业的战略与绩效层面。通过上述的变

化，使企业的管理者意识到要着重关注企业的风险管控，将全面风险管理的思想

渗入到日常流程管理中。

2.1.2 内部控制评价

2010 年，五部委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该评价指引对内部控

制评价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解释。企业的内控评价就是对企业的内控体系的实施

情况进行评估，得出评估结果并发布的过程。

内部控制有效性要从设计层面有效性、执行层面有效性两方面进行探讨。内

部控制制度在设计时要包含控制目标，这是设计层面的有效性。内部控制体系是

否做到有效执行，是执行层面的有效性。企业的内控评价应立足战略目标的角度，

评价企业内控运营的效率和效果。企业的内部控制评价应该围绕内部控制五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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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建立指标，进行有效性评价，可以对指标进行划分层级。内控评价指标是根据

行业特性与企业的实际情况选取的，指标需要具有代表性，根据评价指标进而建

立评价指标体系。

2.2 理论基础

2.2.1 全面风险管理理论

全面风险管理要求企业建立一个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执行全面风险管理流

程。企业通过创立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内部控制系统、风险管理策略及措施、风

险管理组织功能系统、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等，使达成风险管理的体目标得到保障。

《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中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意义，规定了

要建立风险管理文化，将风险管理方法运用于企业的日常运作，以提高全面风险

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该指引的发表为提高企业的风险意识，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提

供了理论基础。全面风险管理不仅包括对企业日常经营中风险的管控，还要对企

业未来创造价值的能力做到一个良好的保障。这就意味着，全面风险管理要站在

战略层面，帮助企业达成绩效目标。企业要为员工树立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提

升员工的风险管控意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发展战略，将全面风险管理体

现在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

2.2.2 委托代理理论

由于美国经济学者伯利、米恩斯认为公司所有者兼具经营者的双重身份会带

来很大的问题，他们在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委托代理理论”，主张所

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委托代理关系是广泛存在的。委托代理理论中指出由于生产的大规模化，生

产力的分工逐步细化，导致拥有专业化的代理人逐渐增多。他们作为被委托人可

以代替委托者解决专业问题。这些具备专业能力的代理人通过完成委托人提供的

工作可以获得一定的劳务报酬。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既解决了代理人收入的问题，

也帮着委托人实现自己的财富最大化。但是委托代理关系需要一定的政策规范，

避免两者互相损害对方利益的情况发生。

委托代理的双方，会由于各种原因可能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例如获取信

息的渠道不同，得知信息时间的差异等等。这些情况都会对企业造成或大或小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80%E6%9C%89%E6%9D%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80%E6%9C%89%E6%9D%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8%90%A5%E6%9D%83/1043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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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针对上述问题，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缓解两者的问题。委托人可以通过内

部控制对运营行为进行良好的把控，在内部控制中做好公司员工的明确分工，促

进公司营运效率的提升。

2.2.3 内部控制理论

在国内，关于内部控制的研究比国外要迟一些。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

80 年代后期才将内部控制的理论引进到了国内。在我国政策的支持、学者的研

究以及公司的实际应用的背景下，内部控制理论得以不断完善。

通过颁布政策法规，我国的内控理论在全国范围内的企业之间不断推广。财

政部 1986 年和 1996 年分别颁布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内部控制和审计

风险》，以上政策的颁布使内部控制的结构得到丰富。2001 年，《内部会计控

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一货币资金（试行）》颁

布。在 2008 年，2010 年，以及 2017 年，财政部等部门先后发布了《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小企业内部控制规范（试行）》，

使企业内控的适用范围得以扩大。以上政策的颁布有助于企业根据行业特性与自

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内部控制体系。通过在社会面宣传了内部控制理念等，提升了

企业对内部控制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

本文主要根据信托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

引，结合 Z信托公司内部控制现状以及 COSO-2017 五要素相对应的 20 项基本原

则，构建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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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 信托公司基本情况及内部控制现状

3.1 Z 信托公司基本概况

3.1.1 公司简介

Z 信托公司成立于 1987 年，股东由大型国企、上市公司及优秀社会资本构

成。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资金信托，服务信托，证券信托等。Z信托始终以“信”

为天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己任，以打造高品质的可持

续发展信托公司为目标，在资产管理信托、资产服务信托和慈善信托方面不断发

展，以诚信、稳健、创新和高效为客户提供可持续的服务为宗旨，为客户提供可

持续的服务。

Z信托公司是一家现代化大公司，有着较完善的公司规章制度，致力于成为

一个业绩优良的现代化金融企业。

3.1.2 组织架构

公司总部设有信托业务各部、金融市场总部、资本市场总部、财富中心、财

富管理部、资产管理部、创新发展部、风险控制部、合规管理部、信息技术部等

业务和职能部门。Z公司在北京、上海、天津、成都、武汉均设有分部如图 3.1

所示：

图 3.1 Z 信托公司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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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经营情况

对比 Z公司近三年业绩发现，其营业总收入在 2020 年最好，达到 11.28 亿

元；当年营业利率同比增 48.89%，接近翻倍。但是到了 2021 年，营业利润同比

却大幅倒退 9.35%。如表 3.1 所示：

表 3.1 Z 公司近三年经营情况

2021 2020 2019

报告期 年报 年报 年报

营业总收入 82165.95 112752.24 77448.24

同比 -27.13 45.58 23.82

营业利润 44572.95 49171.79 33025.97

同比 -9.35 48.89 -40.03

利润总额 43584.66 39553.20 32966.57

同比 10.19 19.98 -40.18

净利润 32770.18 29856.16 24545.80

同比 9.76 21.63 -41.48

3.2 Z 信托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现状分析

根据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情况与 Z 公司内部实际情况可以得知，虽然我国关

于内部控制的理论知识逐渐丰富，但是企业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距离理想状态

还有一定的差距。本文将对 Z信托公司的内部控制现状进行多角度分析。

3.2.1 治理和文化分析

Z 信托公司按照有关的法规和法规，根据公司的现状，制订了一份与公司的

现状相适应的公司章程，并构建了三个层次的内部控制机制，主要包括了董事会、

高级管理层、各项业务部门。各项业务部门包括合规管理部、项目检查部、托管

运营部、审计稽核部等等，它们是 Z公司进行风险防控的直接责任部门，对 Z公

司各种业务风险分别展开事前、事中、事后监督。从组织架构上来看， Z 信托

公司的组织架构设计较完整，并且有明确的分工。

在企业文化方面，Z公司能够创建拥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使整个团队团

结一致，规范企业员工的行为，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履行 Z 公司“诚信、稳

健、创新、高效”的企业文化。并将企业文化融入企业运营的方方面面，规范员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 Z信

托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研究

16

工的行为，促进企业的健康高质量的发展。但是 Z公司存在有关于企业文化的活

动较少的问题，不能引领内部人员更加深入的了解文化内涵。

Z企业目前的内部控制体系存在评价成本稍高的现象。对于每个企业而言，

本身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就需要投入大量成本，然而后续的运营及维护也

是一项高成本的工作，往往是一些规模较小企业难以承受的。又由于信托行业的

行业特性，公司需要大量具备金融知识的专业人才，为了留住与培育核心人才，

Z公司日常需要对人才进行培训。

3.2.2 战略与目标设定分析

Z 信托公司在进行战略与目标设定时，将全面风险管理融入其中。将强化业

务风险全流程管理作为内部控制的主要任务，搭建起多层次评审程序。首先实施

业务立项，再进行风控初审，进而尽调复核，全面审查及风险再论证，最后开展

专业会审议与决策会审议。Z公司制定《业务审查审批独立性管理制度》，为业

务审查审批工作提供制度保障，确保其科学性与独立性。

3.2.3 绩效分析

随着信托业务的高速发展，Z信托公司为了应对近些年行业环境的不断变化，

针对层出不穷的风险制定了很多应对措施，同时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主要通过

风险规避或风险分担等途径进行风险应对，最后出具《风险管理年度报告》。Z

公司对风险进行了分类分级管理，公司各部门根据自身职责不同、工作内容不同

等选择应对的风险也不同。公司注重对风险目标进行设定并做到风险的识别与排

除。公司当下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财产风险，战略层面的风险以及运营管理层面

的风险等等。

Z公司设立风险控制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对各项业务的风险进行识别与评

估。信托业务部是 Z公司进行风险防控最直接的业务部门，通过建立风险预警系

统对风险进行预测，根据评估结果找取应对措施来降低风险，同时 Z公司还注重

在风险管理上投资来进行风险管控。

3.2.4 审阅与修订分析

对于 Z 公司来说，企业通过内部监督，实现对各部门日常工作的检查，了

解其内控制度执行状况。内部监督工作具体由公司审计部负责组织实施，审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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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定期检查机制，并且基本上能够完成上级公司和公司内部监督管理需求，

但是存在人员配备不足等问题。通过内部监督可以帮助对企业内控的有效性进行

评价，找出问题并及时改进。

3.2.5 信息、沟通和报告

在信息与沟通方面，Z公司的管理模式分为外部与内部两种。外部信息主要

来源为：上级监管方的文件、互联网、市场价格信息以及会议交流等多种途径。

公司管理模式还包含了公司内部设立获取内部相关信息的机制，可以帮助企业管

理人员获取所需的内部信息，以便及时了解公司的资产状况；为达到公司的经营

目标，需要及时对重要的内部信息做到确认和报告；公司构建互联网管理模式，

通过钉钉，微信组群等进行内部信息的沟通与传递。但仍存在信息技术与全面风

险管理结合不充分的情况。

根据上文对 Z公司的内部控制评价现状分析可知，Z公司的内部控制评价体

系存在一些漏洞，比如缺乏具体指标的设定或是内部控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等

问题。由于信托公司的行业特性导致 Z公司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风险管理与内部控

制，因此，Z公司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并与全面风险管理相结合的内部控制评价

体系十分必要。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 Z信

托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研究

18

4. Z 信托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4.1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在评估公司内控是否有效时，应注意以下原则：

1.全面性原则

把握全面性原则，并从不同角度对 Z公司的内部控制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

可以对 Z 公司的内控状况做出更为精确且全面的评估，从而使所进行的模糊综

合评价更有效。其次，为了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必须要将每

一个内控评价环节的特殊性和关联性都考虑其中，才能将评价模式发挥出最大的

作用。

2.重要性原则

内部控制要求全体员工都能参加，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其评估的领域比较

宽广，包含企业所有的经营活动。因此，在对企业的关键业务控制点进行有效性

评价时，必须选择重要指标，并根据其重要性的原则进行评估。

3.可操作性原则

Z 信托公司在进行内部控制指标体系构建时，各级指标要根据行业特性以及

公司的实际情况来设立，内部控制制度的可操作性十分重要。确保在遵循上述各

项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实现了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应该对现有的与内控

有关的信息进行全面的分析。

4.成本效益原则

企业在实施内部控制制度时，应该考虑成本效益原则。任何内部控制制度在

企业内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成本的投入。在保障 Z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内

部控制要坚持收支平衡的原则，考虑建议是否能落实到实处。控制成本可以帮助

企业更好的发展，所以要提高企业对实施成本的重视度。

4.2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4.2.1 定性指标评价体系

本文以 COSO-2017 为基础，分别设计了目标层和指标层。其中，一级指标

则根据 COSO-2017 的五要素来选取；二级指标则以 COSO-2017 五要素相对应的

基本原则为设计导向，同时综合考虑各要素的特点以及相关行业情况，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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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设计原则，设置了二级指标。

1.治理和文化评价指标

“治理和文化”是 COSO-2017 的首位要素，为全面风险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

治理的本质是协调组织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达成其目标，组织文化可对治理起到

主导作用。本文基于“治理和文化”要素的五项基本原则，建立了以下二级指标。

如图 4.1 所示：

图 4.1 治理和文化评价指标

其中，“董事会对风险的监督履行情况”指标反映了公司的管理责任能否被

高效地执行，同时也突出了董事会成员的独立性。“企业文化建设及执行情况”

指标可以对公司是否有一个明确的公司文化进行度量，公司的目标能否对公司的

文化进行充分的反映，公司的员工能否对公司的文化进行全面的了解并将其付诸

实施。“运营架构的建设情况”指标是指职能部门的设立是否健全，企业的运营

架构是否可以适时调整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员工奖惩机制的落实情况”指标

是指是否有适用于企业员工的奖惩机制，并且是否能较好的落实此项奖惩制度。

“对核心价值观的承诺的履行情况”指标衡量企业是否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到组织

行为和决策中，是否及时做到被偏离核心价值观的行为进行纠正。“核心人才队

伍的建设及培育情况”指标对管理人员的继任与培育计划以及对核心人才压力的

识别与应对等。

2.战略与目标设定评价指标

“战略和目标设定”是处于 COSO-2017 的第二位要素，是在企业文化以及企

业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制定组织战略和目标的过程。本文根据“战略与目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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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包含的四项基本内容，确定以下 4个典型的二级指标。如图 4.2 所示：

图 4.2 战略与目标制定评价指标

在以上指标之中，“战略制定中考虑商业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等要素”指标是

指公司在进行战略目标的制定时，其策略是否考虑到了动态的、不可预测的商业

环境，对内部、外部环境和利益相关方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考虑。“风险偏好的设

定情况”指标衡量企业的设置是否做到了合理的定义等。“对备选战略的评估情

况”指标可以度量替代性策略的存在与否、与公司风险偏好是否一致、评价结论

是否有效、以及所选替代策略的可执行性。“具体商业目标的制定情况”指标可

以对公司所设立的目标进行评估，以确定公司所设立的目标的合理性和可达成性，

在进行每一个目标设置的时候，有没有将所有的危险因素都考虑其中。

3.绩效分析评价指标

“绩效”是处于 COSO-2017 第三位的要素，是指企业结合风险偏好设置，对

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COSO-2017 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曲线：风险绩效曲线。从

该曲线可以发现，企业的绩效与风险容忍度息息相关，但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

还是要综合考量各大指标，选择适合的指标来代表绩效和风险。本文基于其对应

的五项基本原则，建立了以下 5 个二级指标。如图 4.3 所示：

图 4.3 绩效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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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识别风险”指标是考察企业是否准确识别企业各个阶段所面临的风

险，是否识别到风险的不断变化及新兴风险。“评估风险严重程度”指标是考察

企业能否有效识别风险的严重程度。“风险排序”指标是考察企业是否按着一定

标准进行评估以及排序。“实施风险应对”是考察企业应对风险是否及时有效，

是否按着规定的措施执行，是否充分考虑面临的新风险。“建立风险组合观”指

标衡量是否从企业组织整体和组合视角考虑风险影响，是否对不同类型的风险进

行优化组合。

4.审阅与修订评价指标

“审阅与修订”作为 COSO-2017 的第四个要素，该要素指出了企业在日常运

营过程中要对风险因素进行有效评估，关注风险变化与绩效，以此做到对风险管

理活动的及时调整。本文基于“评议与修订”要素相对应的三项基本原则，建立

了以下 3个二级指标。如图 4.4 所示：

图 4.4 审阅与修订评价指标

其中，“对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评估情况”是考察内、外部环境的变

化是否得到准确预测。“超额完成绩效和未达成情形下的风险承担情况”指标是

衡量主体能力的体现。“企业风险管理的完善情况”指标用于评估公司能否适时

地改善其风险控制能力与风险管理能力，以适应其所面临的环境和风险偏好等。

5.信息、沟通和报告评价指标

“信息、沟通和报告”强调在企业里内外部信息的传递。基于其相对应的三

项基本原则，建立了以下 3个二级指标。如下图 4.5 所示：

图 4.5 信息、沟通和报告评价指标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 Z信

托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研究

22

在以上指标当中，“内、外部信息收集与传递”指标可以度量出公司是否具

有完备的信息系统，以及公司能否使用信息系统来进行信息的收集和传输。“信

息系统的利用情况”指标衡量信息系统在企业日常工作中是否得到充分应用。“计

算机技术与风险管理相结合”指标衡量企业信息系统中是否充分融入全面风险管

理理念。

整合以上指标，汇总得到表 4.1：

表 4.1 Z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定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治理和文化

董事会对风险的监督履行情况 定性

企业文化建设及执行情况 定性

运营架构的建设情况 定性

员工奖惩机制的落实情况 定性

对核心价值观的承诺的履行情况 定性

核心人才队伍的建设及培育情况 定性

战略和目标设定

战略制定中考虑商业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等要素 定性

风险偏好的设定情况 定性

备选战略的评估情况 定性

具体商业目标的制定情况 定性

绩效分析

识别风险 定性

评估风险严重程度 定性

风险排序 定性

实施风险应对 定性

建立风险组合观 定性

审阅与修订

对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评估情况 定性

超额完成绩效和未达成情形下的风险承担情况 定性

企业风险管理的完善情况 定性

信息、沟通和报告

内、外部信息收集与传递 定性

信息系统的利用情况 定性

对风险、文化和绩效的报告情况 定性

4.2.2 定量指标评价体系

在确立了定性指标以后，还必须将定性与定量指标进行组合，进而对其进行

量化，从而确保了评估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本文将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

力、营运能力、和企业发展能力作为企业的定量指标，综合定性指标来评价企业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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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盈利能力状况

盈利能力能够体现出公司获得利润的能力以及经营管理的能力。盈利能力指

标包括营业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等，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与

营业利润率进行分析。

①净资产收益率 =
净利润

平均净资产
∗ 100%

②营业利润率 =
营业利润

营业收入
∗ 100%

（2）偿债能力状况

偿债能力指的是企业清偿债务的能力，能否及时清偿到期债务，是衡量一个

公司财务状况的一个主要指标。本文主要选取资产负债率与现金流动负债比率进

行分析。

①资产负债率 =
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
∗ 100%

②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 年经营现金净流量

年末流动负债
∗ 100%

（3）营运能力状况

营运能力是指企业运用所拥有的各项资产来获取更大收益的能力，是衡量发

展效率的高低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总资产周转率进行分析。

①总资产周转率 =
本期营业收入

本期平均资产总额
∗ 100%

（4）发展能力状况

发展能力反映企业后续持续扩大规模的能力。本文主要以营业收入增长率与

营业利润增长率来表示。

①营业收入增长率 =
营业收入本期增长额

上期营业收入总额
∗ 100%

②营业利润增长率 =
本年营业利润增长额

上年营业利润总额
∗ 100%

4.3 综合评价标准

本文结合定性与定量指标，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科学评价。定性指

标的评价可以直接反馈企业内部控制的问题，但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而量化指

标评价虽然客观性强并且可以获得精准的评价结果，但却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企业

内部控制的潜在缺陷。因此，可以对两项指标相结合分析，利用平方平均数的计

算方法，从而获得更加准确的数据，提高评价结果的说服力和全面性。综合得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88%E5%88%A9%E8%83%BD%E5%8A%9B%E6%8C%87%E6%A0%87/126783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88%E5%88%A9%E8%83%BD%E5%8A%9B%E6%8C%87%E6%A0%87/126783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0%A5%E4%B8%9A%E5%88%A9%E6%B6%A6%E7%8E%87/79563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0%BB%E8%B5%84%E4%BA%A7%E6%8A%A5%E9%85%AC%E7%8E%87/36572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7%80%E8%B5%84%E4%BA%A7%E6%94%B6%E7%9B%8A%E7%8E%87/2064749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 Z信

托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研究

24

内部控制综合评分 Z，定性指标得分的分值将用 O表示，定量指标得分的分值使

用 Y表示。

Z = (O2+Y2

2 )

本文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到定性指标分值，通过对指标权重赋值并加以计

算得到定量指标分值。最后运用上述公式汇总得到综合评分分值。综合评分分值

可以指引企业找出内控的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本文就综合得分得到的

分值请教了相关专家，并按百分制划分区间的方法，把内部控制状况划分为四个

等级。有效性得分在 80 分及以上是第一级别，表示 Z公司内部控制有效，可以

帮助企业有效抵御风险；有效性得分在 60 分（包含 60 分）到 80 分之间是第二

级别，表示 Z公司内部控制存在少量缺陷；有效性得分在 40 分（包含 40 分）

到 60 分之间是第三级别，表示 Z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并未做到有效的执行；有效

性得分在 40 分以下是第四级别，表示 Z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不合理，内部控

制无效。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分标准如下图 4.6 所示。

图 4.6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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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Z 信托公司内部控制评价

5.1 利用层次分析法赋值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的权重值是指各评价因素相对于其它评价因素的重要程度。按照其重要

的程度不同，将其标记为不同的数字表示。权重值的多少，直接体现了该指标的

重要程度和对总指标的贡献度，权重值的大小与最终对于企业内控有效性评价结

果的影响呈正相关。

首先，根据第一、二级指标的重要度，对调查对象进行了调查。向员工、企

业管理者和相关的专业人士发放一份调查表(问卷具体内容见附录)，并要求他根

据自己的理解，对内部控制效果的重要程度进行了评分。重要等级根据 Thomas

L.Saaty[1，9]等级确定法，对指标要素进行两两比对，从而建立一个判断矩阵，

确定各个要素的权重值。指标等级比较表如图 5.1 所示：

图 5.1 指标等级比较表

计算各层级指标权重值。最后，一致性检验。运用公式得出 CI 的具体数值，

再根据 CR 公式求解：

�� = λmax−n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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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指标 RI 取值如下图 5.2 所示：

图 5.2 一致性指标 RI 取值

根据 CR 与 0.10 的关系，判断其一致性是否通过。如果 CR<0.10，那么通

过一致性检验；如果 CR>0.10，那么该结果并未通过一致性检验，需进行重新调

整。根据上述步骤，可以计算出 Z公司内控有效性的评价指标权重。

5.2 评价指标估值

5.2.1 定性指标估值

应用前文所述的步骤，计算得出各指标的权重与 AHP 层次分析结果，如下表

5.1 所示。

其中λmax=5.157，CI=0.039，CR=0.035<0.1，表示一致性检验通过。

表 5.1 内部控制有效性一级指标权重

指标 治理和文化 战略和目标设定 绩效 审阅与修订 信息、沟通和报告

治理和文化 1 1 2 1.429 1.429

战略和目标设定 1 1 2 1.429 2

绩效分析 0.5 0.5 1 1.429 0.5

审阅与修订 0.7 0.7 0.7 1 1.429

信息、沟通和报告 0.7 0.5 2 0.7 1

将治理和文化的二级指标依次设为 a1、a2、a3、a4、a5、a6，计算得出该

指标的权重，得到下表 5.2。

其中λmax=6.553，CI=0.111，CR=0.088<0.1，表示一致性检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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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治理和文化有效性指标权重

指标 a1 a2 a3 a4 a5 a6

a1 1 0.333 0.333 0.5 2 1.429

a2 3 1 0.25 1.429 1 1.429

a3 3 4 1 2 1.429 2

a4 2 0.7 0.5 1 0.5 1.429

a5 0.5 1 0.7 2 1 1.429

a6 0.7 0.7 0.5 0.7 0.7 1

将战略和目标设定的二级指标依次设为 a7、a8、a9、a10，计算得出该指标

的权重，得到下表 5.3。

其中λmax=4.132，CI=0.044，CR=0.05<0.1，一致性检验通过。

表 5.3 战略和目标有效性指标权重

指标 a7 a8 a9 a10

a7 1 3.333 0.333 0.5

a8 0.3 1 0.2 0.5

a9 3 5 1 2

a10 2 2 0.5 1

将绩效分析的二级指标依次设为 a11、a12、a13、a14、a15、a16、a17，计

算得出该指标的权重，得到下表 5.4。

其中λmax=5.274，CI=0.069，CR=0.062<0.1，一致性检验通过。

表 5.4 绩效分析有效性指标权重

指标 a11 a12 a13 a14 a15

a11 1 2 1 2 3.333

a12 0.5 1 1 0.5 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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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4 绩效分析有效性指标权重

指标 a11 a12 a13 a14 a15

a13 1 1 1 2 3.333

a14 0.5 2 0.5 1 2

a15 0.3 1.5 0.3 0.5 1

将审阅和修订的二级指标依次设为 a18、a19、a20，计算得出该指标的权重，

得到下表 5.5。

其中λmax=3.054，CI=0.027，CR=0.051<0.1，一致性检验通过。

表 5.5 审阅和修订有效性指标权重

指标 a18 a19 a20

a18 1 2 0.333

a19 0.5 1 0.333

a20 3 3 1

将信息、沟通和报告的二级指标依次设为 a21、a22、a23，计算得出该指标

的权重，得到下表 5.6。

其中λmax=3.094，CI=0.047，CR=0.09<0.1，一致性检验通过。

表 5.6 信息、沟通和报告有效性指标权重

指标 a21 a22 a23

a21 1 1 1.25

a22 1 1 0.5

a23 0.8 2 1

综合上述列表汇总得出 Z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权重，下表 5.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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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Z 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权重

治理和文化 25.55%

董事会对风险的监督履行情况 定性 11.45％

企业文化建设及执行情况 定性 16.71％

运营架构的建设情况 定性 31.49％

员工奖惩机制的落实情况 定性 13.87％

对核心价值观的承诺的履行情况 定性 15.56％

核心人才队伍的建设及培育情况 定性 10.93％

战略和目标设

定

27.33%

战略制定中考虑商业环境和利益相关

者等要素

定性 17.95％

风险偏好的设定情况 定性 8.65％

备选战略的评估情况 定性 48.67％

具体商业目标的制定情况 定性 24.73％

绩效分析 13.68%

识别风险 定性 30.96％

评估风险严重程度 定性 12.89％

风险排序 定性 26.95％

实施风险应对 定性 18.44％

建立风险组合观 定性 10.76％

审阅与修订 16.72%

对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评估情

况

定性 24.93％

超额完成绩效和未达成情形下的风险

承担情况

定性 15.71％

企业风险管理的完善情况 定性 59.36％

信息、沟通和

报告 16.72%

内、外部信息收集与传递 定性 35.43％

信息系统的利用情况 定性 26.10％

对风险、文化和绩效的报告情况 定性 38.47％

再得出各定性指标权重之后，继续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其进行量化。模糊综

合评价法是指对由于各种因素导致不能准确定量评价的、具有模糊性的评价目标，

采用某种方法进行量化，以获得科学、高效的评价成果的一种决策方法。在这篇

文章中,使用了调查表的方式来获得所需要的数据,随后使用了一种模糊综合的

方式来对所构建的定量的指标进行了评价,这样可以减少指标的主观因素。企业

的内控因其本身的抽象性而不能被客观地评估，而对其进行定量则能更准确地评

估企业的内控效果。因此，这种方法在企业的内控效果评估中也是非常适合的。

为此，采用了一种新的评价方法——模糊评价方法。

模糊综合评价主要遵循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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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是设置评价对象因素集与评语集。因素集由各评价指标构成，表示为

U＝{U1，U2 ，......，��}， 各指标��（i＝1，2，.....，n）的些许变动都

会影响到最终的评价结果。

第二步是数量化评语集，将评语集和分数集从 100 分到 0分进行设置，分别

对应的等级为：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差这五个档次。越接近 100 分代表越

优秀。

第三步是建立隶属度矩阵。整理问卷结果汇总得到表 5.10，确定以下指标

的评判隶属度。见下表 5.8：

表 5.8 定性评价指标的评判隶属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 标 性

质

隶属度

优秀

100

良 好

80

一 般

60

较 差

40

差

20

治理和文化�1

董事会对风险的监督

履行情况�11

定性 0.2 0.2 0.3 0.3 0

企业文化建设及执行

情况�12

定性 0.1 0.3 0.4 0.2 0

运营架构的建设情况

�13

定性 0.1 0.2 0.4 0.3 0

员工奖惩机制的落实

情况�14

定性 0.1 0.4 0.4 0.1 0

对核心价值观的承诺

的履行情况�15

定性 0.1 0.4 0.3 0.2 0

核心人才队伍的建设

及培育情况�16

定性 0.1 0.4 0.4 0.1 0

战略和目标设

定�2

战略制定中考虑商业

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等

要素�21

定性 0.2 0.5 0.2 0.1 0

风险偏好的设定情况

�22

定性 0.2 0.3 0.4 0.1 0

备选战略的评估情况

�23

定性 0.1 0.5 0.3 0.1 0

具体商业目标的制定

情况�24

定性 0.1 0.2 0.4 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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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8 定性评价指标的评判隶属度

绩效分析�3

识别风险�31 定性 0.2 0.3 0.2 0.3 0

评估风险严重程度

�32

定性 0.2 0.2 0.3 0.3 0

风险排序�33 定性 0.2 0.3 0.2 0.3 0

实施风险应对�34 定性 0.1 0.3 0.4 0.2 0

建立风险组合观�35 定性 0.2 0.3 0.4 0.1 0

审阅与修订�4

对内外部环境发生重

大变化的评估情况

�41

定性 0.1 0.3 0.4 0.2 0

超额完成绩效和未达

成情形下的风险承担

情况�42

定性 0.2 0.3 0.2 0.3 0

企业风险管理的完善

情况�43

定性 0.1 0.4 0.3 0.1 0.1

信息、沟通和

报告�5

内、外部信息收集与传

递�51

定性 0.3 0.3 0.3 0.1 0

信息系统的利用情况

�52

定性 0.1 0.3 0.5 0.1 0

对风险、文化和绩效的

报告情况�53

定性 0.3 0.2 0.3 0.2 0

第四步是依据以上所得到的资料，运用模糊矩阵，计算得出综合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设定为��（i＝1，2，.....，n）

将隶属度矩阵与对应分值相乘，以治理和文化为例：

A11 = (0.2,0.2,0.3,0.3,0) ∗

100
80
60
40
20

= 66

A12 = (0.1,0.3,0.4,0.2,0) ∗

100
80
60
40
20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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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0.1,0.2,0.4,0.3,0) ∗

100
80
60
40
20

= 62

�14 = (0.1,0.4,0.4,0.1,0) ∗

100
80
60
40
20

= 70

�15 = (0.1,0.4,0.3,0.2,0) ∗

100
80
60
40
20

= 68

�16 = (0.1,0.4,0.4,0.1,0) ∗

100
80
60
40
20

= 70

治理和文化指标估值为：

（11.45%，16.71%，31.49%，13.87%，15.56%，10.93%） ∗

66
66
62
70
68
70

= 66.05

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按照以上步骤，分别对一级指标、二级指标进行评分，

计算的结果如下所示：

战略和目标设定指标估值为:

(17.95%，8.65%，48.67%，24.73%) ∗

76
72
72
60

= 69.75

绩效指标估值为:

（30.96%，12.89%，26.95%，18.44%，10.76%） ∗

68
66
68
66
72

=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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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阅与修订指标估值为:（24.93%，15.71%，59.36%） ∗
66
68
66

=66.31

信息、沟通和报告指标估值为:（35.43%，26.1%，38.47%） ∗
76
68
72

=72.37

汇总 Z公司定性指标权重与得分情况，得到表 5.9：

表 5.9 定性指标得分汇总表

一级指标 权重 得分 二级指标 权重 得分

治理和文化 25.55% 66.05

董事会对风险的监督履

行情况

11.45％ 66

企业文化建设及执行情

况

16.71％ 66

运营架构的建设情况 31.49％ 62

员工奖惩机制的落实情

况

13.87％ 70

对核心价值观的承诺的

履行情况

15.56％ 68

核心人才队伍的建设及

培育情况

10.93％ 70

战略和目标设

定
27.33%

69.75

战略制定中考虑商业环

境和利益相关者等要素

17.95％ 76

风险偏好的设定情况 8.65％ 72

备选战略的评估情况 48.67％ 72

具体商业目标的制定情

况

24.73％ 60

绩效分析 13.68%

67.80

识别风险 30.96％ 68

评估风险严重程度 12.89％ 66

风险排序 26.95％ 68

实施风险应对 18.44％ 66

建立风险组合观 10.76％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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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9 定性指标得分汇总表

审阅与修订 16.72%

66.31

对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

变化的评估情况

24.93％ 66

超额完成绩效和未达成

情形下的风险承担情况

15.71％ 68

企业风险管理的完善情

况

59.36％ 66

信息、沟通和报

告 16.72% 72.37

内、外部信息收集与传递 35.43％ 76

信息系统的利用情况 26.10％ 68

对风险、文化和绩效的报

告情况

38.47％ 72

根据上述指标结果，得出综合定性指标估分 O为：68.40。

5.2.2 定量指标估值

（1）定量指标的选取

根据前文对定量指标的设计，本文向 Z公司的财务部的主要领导进行了询问，

听取了他们对指标权重分布的意见，并结合信托的行业特点，确定了从盈利能力、

营运能力、偿债能力以及公司的发展能力四个角度，对其进行了量化的评价。

最终选择的定量指标如下图 5.3 所示：

图 5.3 Z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定量指标

（2）定量指标权重的确定

建立定量指标体系后需要对各指标要素的权重进行计算。本文根据 Z 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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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实际情况，咨询并借鉴了 Z 公司财务的组要领导关于指标权重分配的

意见，将其分成了四个部分：盈利能力层次、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企业发展能

力，权重分别对应为 30%、30%、20%、20%。同时将评语集定为优秀、良好、平

均、较低、较差，其分值分别为（81-100）、（61-80）、（41-60）、（21-40）、

（0-20），处于临界值的数值取较低区间。

（3）定量指标数值计算

参考《2021 企业绩效评价标准》，按照企业绩效标准选取 Z 公司的业绩考

核评价标准。评价标准如图 5.4 所示：

图 5.4 国资委 2021 企业绩效评价标准表

根据获取的 Z 企业 2021 年财务报告计算财务指标的得分情况，如图 5.5

所示：

图 5.5 Z 企业 2021 年财务报告计算财务指标的得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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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得出：Y 定量 = （100 + 100） ∗ 30%/2 + (20 + 100) ∗ 30%/2 + 40 ∗

20% + （60 + 80） ∗ 20%/2 = 70

5.3 Z 信托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结果综合分析

利用数学公式平方平均值求取的是一个相对较为客观的结果，在计算过程中，

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果。

Z = O2+Y2

2 = 69.2046 ≈ 69

通过运算可知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得分为 69 分，处于评价等级的第

二层级，说明 Z公司内部控制整体水平基本有效，但存在部分缺陷。以上结果表

明，Z信托公司已经建立了一种完善的内控制度，但其在内控制度的制定和实施

方面仍有一定的缺陷。企业的管理者要提高对内控评价结果的关注程度，对公司

各阶段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归纳，并找出改进的办法，以此不断地完善内

部控制体系。

5.4 Z 信托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5.4.1 运营架构设计不合理

通过企业治理与文化指标的研究分析，从表格 5.11 可以看出，企业治理与

文化指标的分值为 66.05。此指标是各指标等级最低的一项，说明企业治理与文

化方面有较大的改进空间。通过进一步对二级指标分析，我认为 Z公司对运营架

构的建设重视度不足，职能部门的设立不够健全，可能出现一人多岗的情况，造

成治理层结构紊乱。董事会对风险没有实施有效的监督。企业对核心价值观的履

行没有贯彻落实，可能存在企业部分员工学历水平低，员工培训中风险管理培训

的缺失的现象。员工奖惩机制的落实与对核心人才的重视度还需加强。

5.4.2 风险偏好设定不明确

通过对战略与目标设定指标分析，根据表格 5.11 数据可以看出，该指标得

分为 69.75，位于第二等级标准。我认为 Z 公司虽然在制定战略过程中考虑商

业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等要素，也对备选战略的评估工作做到了落实，但仍存在一

些不足之处。Z公司对风险偏好没有进行清晰的设置，这很有可能造成员工无法

发现风险的局面，其次，Z公司的具体商业目标仍需进一步细化。Z 公司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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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缺乏专业的战略统筹规划，没有做到定期汇报风险管理状况，风险管理目标

与公司的战略目标不匹配的情况。

5.4.3 风险评估体系不完整

对绩效分析指标进行分析，根据表格 5.11 数据可以看出，该指标得分为

67.80，位于第二等级标准。Z 公司管理层、治理层的风险意识仍有待提高。该

公司对已有风险的重视程度不够高，对潜在风险的发现能力不足，缺乏完整的风

险评估体系。Z公司可能存在风险评估没有将定性与定量进行有效结合，从而导

致证据缺乏从而无法第一时间作出紧急应对措施的情况；手段落后以致于不能及

时对评估出的风险进行修正的情况；全面风险管理还仅存于控制层面，战略层面

还未普及的情况。

5.4.4 企业风险管理不完善

通过对审阅与修订的指数进行了剖析，从表格中可以看出，这个指数的分数

是 66.31，属于第二等级的水平，有很大的改进余地。Z公司对内外部环境发生

重大变化的评估情况不容乐观，企业内部相关制度缺乏有效的修正，监督检查力

度有待加强。Z公司存在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的情况。

5.4.5 信息化技术应用不充分

信息、沟通和报告指标的最终得分为 72.37，位于第二等级标准，Z公司需

要对该指标进行改进。Z公司缺乏有效地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极大

地阻碍了其对现实的风险评估。计算机技术与风险管理相结合的情况也不充分，

可能存在信息、沟通和报告中忽视风险信息传递的情况，需要进一步完善信息系

统。

5.5 提高 Z 信托公司内部控制的相关建议

5.5.1 打造企业文化，构建全面风险管理平台

Z 公司必须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的系统框架，完善其组织架构，构建全面风险

管理平台。Z公司是一家大型国有公司，必须要按照国家政策的要求，建立起一

套完整的公司内部的全面风险管理系统。参考《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

完善公司整体的风险管理结构。设立公司内部风险管理委员会，明确了这个机构

的职能，在公司里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风险监控小组，负责对公司进行监控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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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公司应重视打造良好的企业文化，贯彻落实核心价值观。 COSO-2017 强调

了文化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地位。Z公司要注重打造企业的文化气氛，保证其与

公司的运营发展要求相一致。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状况制定《全面风险管理手册》，

明确职责与流程要求，要做到全面风险管理意识与企业文化的构建高度结合，并

结合企业实际发展情况建设相关风险文化，提高每位员工对工作中的风险的敏感

度,并鼓励员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中来。

为了有效地引进、保留公司的骨干人员， Z 公司必须制定“内培外引”的

管理制度，并制定相应的奖惩制度。风险管控部门应通过“内培外引”的方式，

找寻企业风险管理人才。加大对风险管控人员的培训力度，挖掘出企业内部优秀

的风险管控人员。对外招聘方面，扩大社会招募范围，拓宽社会招聘渠道，从各

个领域吸收有才能的人员，同时要提高企业人员的专业素质。目前，我国上市公

司普遍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缺少对公司进行风险控制方面的培训等。企业应鼓励

员工积极参加风险管理师的相关考试。并且在培训内容中着重介绍全面风险管理

的流程，学习使用风险量化模型，为组织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对奖惩机制进行完善，合理地设定工作成果的最低标准，符合要求的有物质

上的奖励，不符合要求的有惩罚。在考核体系中，应加大对风险识别的考核权重，

把项目投资收益放在次要位置，项目收益目标力求稳健。

5.5.2 明确战略目标，统筹战略实施

根据 ERM-COSO （2017）框架，Z 公司在实施全面风险管理过程中要结合公

司的战略目标，各职能部门要做到分步落实本部门的职能任务，各部门员工要明

确自己在实施战略管理与控制中的具体职责，并确保各项重要的工作都能够顺利

进行，把风险控制在与战略目标相匹配的范围内。

完善战略部署，统筹战略实施。企业的《内部控制手册》中要明确规定公司

的战略目标、阶段性目标、明确经济实体监管会的合规目标等，为企业的战略实

施提供文件指导。根据企业的《内部控制手册》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制定规划，各

职能部门需要将其落实到年度工作目标中。Z公司的财务部门要做好促使资金回

笼，使资金形成高效循环，为企业实现战略转型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5.5.3 完善风险应对机制，实现风险组合

以全面风险管理为指引，对 Z 公司目前的发展状况和总体运营状况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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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与每个阶段出现的问题相联系，对其进行风险辨识，可以采用与之有关的方

式，对当前阶段中可能出现的运营风险进行整理，比如可以采用发放问卷调查表、

召开讨论会、进行风险指标预警等进行具体的办法进行风险识别。从公司内部与

外部两方面来搜集风险信息，风险管理部门要做到对风险信息的有效整合。风险

识别还应鼓励全员参与，提升公司员工对风险的敏感程度，引导员工将金融专业

的知识应用项目风险识别中来。风险评估时还要做到定性定量的有效结合。

健全企业的风险应对与处置机制。针对不同风险的破坏程度，分别制定相应

的防范对策。着重关注对企业未来发展影响较大的风险以及风险频繁的领域，强

化对风险源头的管理和控制，寻找出可能产生风险的新因素，并强化对风险的管

理，并对其进行有效的预防。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经营的问题，提高企业经营的效

率。

健全信息收集，实现风险组合。“建立风险组合观”是 COSO-2017 版的重

要内容之一，但要使风险组合得以形成，则需要有一个可对各种类型的风险进行

系统收集的资料库，才能保证这些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

Z公司在执行全面风险管理绩效评估时，要从整体层深入到各项业务部门，

做到由上到下，由点到面，层层管控。COSO-2017 强调了绩效的重要性，企业在

进行内部控制有效性分析时，可以做到与企业绩效相联系。在构建内部控制有效

性评价体系时，引入绩效建立具备量化功能的评价体系，可以提升评价结果的有

效性，真实的反映出内控实施的效果。通过使用关键风险的出现次数，企业避开

风险的次数，风险预警机制的使用情况等指标，对风险管理进行定量评估，来强

化 Z公司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Z公司要时刻关注企业的变化，可以从与市场的对接状况，企业内部的人事

任免，以及企业应用技术的升级等方面进行评估。面对企业内部的重大变化要增

设审核制度，提升全面风险管理的工作效率。在进行绩效评估时，首先选取的评

估指标要具有代表性，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信托业务的行业背景进行设立，

体现指标选择的专业度。评估时要保证主体的多样性，将全体成员作为主体共同

进行沟通讨论，把评价指标下涉到各个部门，对公司进行全方位管理，还可以采

取座谈会的形式就风险管理进行探讨交流。评价体系应该包含执行控制评价，软、

硬控制评价等等，应设计内控工作的方方面面，使评价体系具备全面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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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控制评价主要体现在对日常业务流程操作程序的控制，软、硬控制评价主要

体现对员工思想以及对制度的设计层面的控制评价。

绩效的评估结果可以反映企业风险管理的成果，绩效评估系统是一种可以进

行定量评价的。假如 Z 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出现较大的变动，并且超过了 Z公

司通常所能承受的程度，那么，管理者要对公司的经营目的和战略进行反思，并

以其为依据，对整体风险管理措施进行优化。

5.5.4 加强业务流程控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强化主要业务流程的管理，以此来防范可能对 Z 公司主要业务活动造成负

面影响的风险因素。Z公司可以对局部业务流程进行创新或者流程再造。全面风

险管理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管理系统，Z公司要将风险管理流程的每一步都要精准

安排给各个部门，使其按规定执行。在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时，要考虑其对企

业全体部门应用的普适性，还要考虑各个部门的特性，进行合理分工。

Z公司需要对企业加强监管与审查，并对其内部控制系统进行合理的考量。

在进行监管的时候，要确立一个合理的准则，根据准则，评价其是否具有合理性

和完整性。由于信托行业问题的复杂性，Z公司要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做到日常

监督与对重要业务的专项监督，对内部控制控制管理体制进行严格管控，做到全

方位无死角，严格检查企业员工是否遵守管理制度，重点考核管理人员各项绩效

指标。依据绩效考评的结果，对未遵守规章制度的人员给予一定的批评和教育，

并对绩效未达到要求的管理人员给予更换意见等。

Z公司在加强内部控制管理的过程中，可以引用外部监督的途径。在审计工

作中，如果仅仅依靠内部审计的力量，其审计结果可能不够客观，在公司的重大

项目上，可以聘请专业度高的外部审计团队，对企业的审计工作进行有效辅助。

其次，公司可以设置一个准许外部审计参与审计的机制，当内部审计失职或者需

要援助时，外部审计可以及时介入。

5.5.5 优化信息管理系统，健全信息沟通机制

COSO-2017第 18项原则明确指出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要与信息技术相结合，

以此来提升决策的科学性。企业应对信息系统优化升级，提升全面风险管理的安

全性，必要时可以把 Z公司内部信息系统重新设计。Z公司需要充分考虑内外部

环境的状况，在公司的风险管理中引入先进的科技，以此来制定可以应对市场竞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 Z信

托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研究

41

争并符合公司内部有效运行的风险管理细则，建立符合公司实际状况的信息技术

系统，配合 Z公司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

Z公司要提升对风险数据的处理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此能力在公

司内部的信息资源优势，合理利用企业的信息化系统，实现对数据从收集整理再

到综合处理的一个过程。可以实现对危险系数的预先估算，从而形成风险图谱，

协助领导层对危险指标进行判定，为公司的解决危险问题提供技术支撑。

建立健全信息沟通机制是帮助企业实现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Z公司可

以通过发布正式文件的方式来对信息传递的注意事项做出明确规定。在公司内部

进行信息传递时，要注意信息的时效性与保密性，传递的协同性等。在外部信息

获取方面，Z公司可以对需求方建立诚信档案，在同行中分享信用资讯，减少信

用资讯不对称造成的不良后果。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下 Z信

托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研究

42

6. 研究结论与不足

6.1 研究结论

本文对 Z 公司的内部控制，对其有效性进行了模糊综合评价，通过对该评

价的结果发现，Z公司的内部控制的执行效果较差，尽管该公司已有一系列的内

部控制制度，但是仍然有一些内部控制系统设计方面的漏洞，或是内部控制没有

得到很好的执行。以 COSO-ERM （2017）框架作为指引，Z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中

还面临着以下几个问题：公司的风险管理观念有待加强；公司的治理水平还需要

提高；缺乏风险评估体系，忽略了企业的经营业绩；信息、沟通与报告缺少信息

技术支持等。本文基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为 Z公司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改进

建议，让全面风险管理能够在内部控制的每一个步都得到充分的渗透，从而保证

公司的有效运营。

6.2 研究不足

综合以上评价过程来看，虽然对 Z公司的内部评价所做的前期工作较为坚实，

但仍然存在以下缺陷：

（1）本文虽然就 Z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结果找出了问题并提出建议，

但建议的落实是需要成本的。通过考虑成本效益的原则，这些建议能否做到真正

落实，这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本文虽然为 Z公司建立了一套新的内部控制评价系统，但其指标的设

置与权重的计算都是依据于企业内部人员的问卷调查。因此在评估过程中，存在

着很大的主观成分，最终的研究结果也会受到主观性的不利影响。因此，要加大

对调查问卷的范围，提高评估结果的科学性。

（3）因为时间有限，所以现在还没有见到 Z公司的整改成效。我们可以与

Z公司保持交流，继续跟进内部控制的整改情况，并根据 Z公司的发展状况对整

改建议进行灵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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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好！请从下面的表格中，根据不同的重要程度，对内部控制指标进行打分。得

分范围是0-4，得分高表示其重要性越高。

目标层 一级指标 指标打分 二级指标 指标打分

内部控制

有效性

治理和文化

董事会对风险的监督履行情况

企业文化建设及执行情况

运营架构的建设情况

员工奖惩机制的落实情况

对核心价值观的承诺的履行情况

核心人才队伍的建设及培育情况

战略和目标设定

战略制定中考虑商业环境和利益相关者

等要素

风险偏好的设定情况

备选战略的评估情况

具体商业目标的制定情况

绩效

识别风险

评估风险严重程度

风险排序

实施风险应对

建立风险组合观

审阅与修订

对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评估情况

超额完成绩效和未达成情形下的风险承

担情况

企业风险管理的完善情况

信息、沟通和报

告

内、外部信息收集与传递

信息系统的利用情况

对风险、文化和绩效的报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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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你所知道的关于公司过去的运营和目前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对于公司内部控制

中的相关指标按照从0到100的标准进行打分，评价标准为分别为优，良，一般，较差，

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优 良 一般 较差 差

治理和文化

董事会对风险的监督履行情况

企业文化建设及执行情况

运营架构的建设情况

员工奖惩机制的落实情况

对核心价值观的承诺的履行情况

核心人才队伍的建设及培育情况

战略和目标

设定

战略制定中考虑商业环境和利益

相关者等要素

风险偏好的设定情况

备选战略的评估情况

具体商业目标的制定情况

绩效

识别风险

评估风险严重程度

风险排序

实施风险应对

建立风险组合观

审阅与修

订

对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评

估情况

超额完成绩效和未达成情形下的

风险承担情况

企业风险管理的完善情况

信息、沟

通和报告

内、外部信息收集与传递

信息系统的利用情况

对风险、文化和绩效的报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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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行文至此落笔中，始于初秋终于夏。

随着论文写作的逐渐完成，我三年的硕士研究生生活也进入了尾声，我的学生时代

也将在此画上句点。这三年的时间是一段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在收获知识的同时，也

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他们教会我感恩，教会我成长。希望未来的日子我可以记住这段

回忆的美好，继续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心怀感恩，砥砺前行，寻找到那个更好的自己。

最后，我要感谢各位老师对我学习的悉心教导；感谢朋友们的温暖陪伴；感谢在百

忙之中抽出时间评审此篇论文的老师们，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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