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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作为我国和党高度重视的行业，国家和党对农业企业发展提出了更为严

格的经营要求，必须提升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强化产业标准，这样才能适

应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这也是农业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我国农业上市公

司近年来的经营情况却不容乐观，显现出了很多问题：整体经营状况不佳、风险

管理能力有限、忽略持续发展。通过研究不难发现，由于农业公司内部制度出现

相关问题，以及内部控制制度存在一定缺陷，所以才导致了这些问题的产生。因

此，找到农业公司内部控制流程的设计和运行问题，是当前的燃眉之急，只有解

决了内控的设计与运行问题，才能改善农业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实现农业上

市公司的持续发展。想要改善公司的内控有效性以及找到内控的薄弱环节，可以

根据农业公司的行业及业务特点建立适合自身企业的内控评价体系，对公司的内

部控制状况进行客观的评估，找到内部控制薄弱点并制定合理的改善措施。

首先本文对国内外有关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详细阐述了

内控有效性、内控有效性评价标准、内控有效性影响因素、内控有效性评价方法

等相关概念，介绍了委托代理理论、COSO2017 框架等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及在

本文中的运用，并搜集我国出台的内部控制相关指引等政策作为本文的写作依据，

为本文的后续写作提供了充实的理论工具以及政策依据。其次，本文对 C公司目

前的内部控制状况和评价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得出 C公司目前急需

一个更加有效的内控评价体系；然后，根据 C公司农业行业的特点和 C公司实际

情况，遵循相关构建原则，以 COSO2017 框架的五要素以及 20 项基本原则作为指

引，选取了 25 个具体的定性评价指标，并选取具有关键代表性的 8个财务指标

作为定量评价指标，建立了 C公司内控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在此之后，收集整

理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确定权重并赋

值；最后，通过对 C公司内控有效性的综合评价，得出结论：C公司的内部控制

基本有效，但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及不足之处。因此，本文相应地提出了 5 条 C

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改善建议，同时也为我国的农业企业现代化发展以及内部控

制有效性改善提供了借鉴意义。

关键词：COSO2017 内部控制 有效性评价 层次分析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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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e is an industry that our country and the Part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untry and the Party have put forward stricter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It is necessary to upgrad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mprove industrial

quality, and strengthen industrial standard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which is als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operating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s not optimistic,

showing many problems: poor overall operating conditions, limited risk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and neglec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research,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internal system of

agricultural companies has related problems, as well as certain defects in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which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these problems.

Therefore, finding out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issues of internal control

processes in agricultural companies is an urgent task at present. Only by

solving the design and operation issues of internal control ca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in agricultural companies be improved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listed companies be

realized.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mpany's internal control

and identify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one can establish an internal

control evaluation system suitable for one's own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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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and business characteristics of an agricultural company,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company's internal control status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btained, identify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 and

formulate reasonable improvement measures.

This paper combin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firstly,

combines relevant research on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at home and

abroad, elaborates on relevant concepts such as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criteria of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of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and introduces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COSO2017 framework and other theoretical basi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is paper. And collect relevant policies such as

internal control guidelines issued by our country as the basis for writing

this paper, which provides substantial theoretical tools and policy basis

for the follow-up writing of this paper. Secondl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internal control status and evaluation of C Company,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concludes that C Company urgently needs a

more 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evaluation system; The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of Company C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mpany C, following relevant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guided by the five elements of the COSO 2017 framework and 20 basic

principles, 25 specific qualitative evaluation indicators were select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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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ey representative financial indicators were selected as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indicators to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of Company C; After that, collect and

sort out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comprehensively

use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and assign a value; Finally,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in

Company C,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Company C is

basically effective, but there are still weak links and shortcoming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ccordingly proposes fiv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in Company C, which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in China.

Keywords：COSO2017；Internal control；Efficiency evaluation；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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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公司的内控制度是公司防范风险和提高公司的的重要方式，对公司的发展有着重要

的作用。由于内部控制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财务舞弊和成本造假的现象在最近几年频

频出现，其中以农业公司最为突出。究其原因，就在于公司的内控体系比较薄弱，没有

将设计和执行两个阶段的内控体系有机的融合在一起。COSO 委员会分别于 1992 年和

2013 年推出两版内部控制框架，在 1992 年框架的基础上，2013 版新框架更加强调了原

则性，并且，该框架还细化了相关的内控标准，为企业内部控制提供了更明确的依据，

更有利于企业对内控的评价。2017 年，COSO 委员会推出了新的框架，本次框架以风险

管理为主，并且与战略绩效同为此框架的侧重之处。此外，我们为了也起能够更加规范、

有效的进行内部控制，《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于 2008 年前后发布。

为了提高内部控制审计质量，注协于 2011 年出台《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

对审计工作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2018 年，为开展中央内部控制工作，国资委发布了《中

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

农业是我国和党高度重视的行业。C公司便是农业上市公司中的一员，作为国家农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于 1998 年成立，同年 11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白酒酿

造与销售、种猪繁殖、生猪养殖、屠宰及肉制品加工以及房地产开发等为主要业务。但

是，该公司 2020 年的内控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说明 C 公司内部控制存在巨大隐患。

作为农业上市公司，必须考虑自身行业的特殊性，被出具否定意见后，C公司立即采取

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对内控体系进行了全面整改，整改后的内控有效性得到大幅度改

善，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其内控方面还是存在薄弱点，所以，为了明确 C公司在整

改之后，企业内控是否达到了总体上的真实有效，本文将 COSO2017 框架和五要素作为

基础，以二十项原则为依据建立指标体系，并结合 C公司行业特点及自身情况选取具体

的评价指标，对 C公司内控有效性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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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国外的学者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相关理论研究更加深刻，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相

比之下，国内在这方面研究相对不够完善，并且缺乏实践。所以，首先本文通过选取典

型的案例进行研究，为国内上市公司内控有效性研究提供了更多参考的范本。其次，为

农业企业提供内控有效性体系构建思路，有利于保障农业行业的企业内控有效性；最后，

构建综合评价体系，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通过研究证明，本文提出的评价方法是

切实可行的，并对评价结果进行了科学、全面、客观的检验，保证了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和有效性。

1.2.2 实践意义

内控有效性评价，旨在协助企业尽早地锁定内部控制中的缺陷，从而改善企业管理、

规避风险，增强企业内部控制能力，使得利益最大化。所以说，现实意义重大:

一方面，本文以 C 公司为例，分析 C公司内控状况，发现存在的漏洞和风险，并

提出切实合理的对策；其次，C公司管理层收获内控经验，提高了内控警觉性，有利于

C公司的发展，实现企业预期经营目标。

总的来说，一个真正有效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能及时了解到企业存在的隐形风险。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

1.3.1 国外研究现状

Allayannis（2001）认为公司文化渗透不足或是架构不合理，会阻碍公司实现战略

目标，甚至有可能导致目标路线偏离。Fama 和 Jansen(2003)认为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

与管理层的权力集中程度有关。Michael G.Alles et al（2003），提出控制系统信赖

度、准确度以及加分明确度体现了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NoorDin（2007）的研究提

出了内部控制有效性体现在上下级沟通是否有效、组织架构是否合理、内部监督是否到

位、备选战略目标是否建立、风险识别能力是否达标、风险组合观是否树立。Lawrence

D.Brown 等人（2009）的研究发现，企业的内控有效性主要由管理层导向，普通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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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通过严格遵守工作守则来提高内控有效性。Tommie Singleton（2012）提出只有将

决策和监督相融合，才能发展，内部控制政策尤为重要。

COSO（1992）是专门研究内部控制的报告，指出了有效的内控表现在几个方面：如

果企业想要实现战略目标，同时避免日常风险过大，那么内部有效性非常重要，内控有

效给企业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Curtis 和 Faye（2005）认为内部控制需要员工可靠、

组织架构清晰以及管理层对于内控有效性敏感程度决定了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Bush

man 等人（2010）提出，内部控制属于公司内部治理工作的主要组成环节。Cendrowski

（2015）认为 COSO1992 框架的缺陷未能保证全面性，COSO2013 框架缺陷在于未能以风

险导向。Jaspreet Kaur et al.（2016）提出，审批制度很大程度决定制造企业的内部

控制有效性。

Theresa（2012）与 Steven（2012）于 21 世纪 10 年代发现，企业激励制度被管理

者认可、合理的管理者薪酬制度两项因素很大地影响了一个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

Dumitrascu Mihaela 和 Savulescu Iulian（2013）于 21 世纪 10 年代，用实证研究发

现，在医药公司的内控管理中，治理是重中之重。Alsam（2014）分发调查问卷发现，

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包括股权分配情况，公司股权分布如果其中管理层占比越少，

那么，相应的决策效率以及内控有效性就会更好；相反，公司管理层所持股权占比越多，

内控有效性就越低。Daniel Manurung（2015）研究发现，控制环境的建设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组织有没有核心价值。Azhar Susanto（2016）于 21 世纪 10 年代提出了，公司

需要高度重视信息系统建设，这样才能为决策提供高质量信息。。KanagaretCam（2016）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层领导力、员工待遇都会极大地影响企业内控有效性。Seon Mi

Kim&Yura Kim（2017）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大多数企业高管对内控有效性影响不

了解。Chun li Liu etal（2017）通过论证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相关员工的综合素质越

高，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Kanthana Ditkaew（2018）通过研究发现，控制环境

的建设非常重要，工业企业经营数据，工业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以及员工素质，很大程

度影响企业的内控有效性，管理层素质越高，决策更加准确。Yu-Tzu Changet al.（2019）

研究发现，薪酬制度对内控有效的影响大。

COSO 委员会（1992）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将内控五要素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

把每个要素和内部控制有机地联系起来，利用相关的评价指标对内控情况进行评价。

SungSikHwang（2008）COSO 五要素为基础，设立了 5个一级指标，根据公司行业特性和

自身情况选取了 32 个二级指标。Thomas Wyatt（2010）对上千家公司进行长期内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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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跟踪分析发现，管理层很大程度巨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管理目标极大地影响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通过回归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得出两者的关系为正相关。Schwartz（2006）

将成本效益原则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相结合，根据具体的企业业务构建指标。

JosephM（2012）选取了 33 家上市公司年报进行研究分析，将 COSO 五要素设立为一级

指标，接着根据公司相对应的业务以及特点，选取适当的 25 个内控事项作为二级指标，

最后对这些内控事项进行打分评价。Hossain M et al.（2015）在设计评价体系时，设

立了 5个一级指标，同时契合公司的特点，选取了 62 个二级指标。

1.3.2 国内研究现状

陈汉文、张宜霞（2008）通过研究发现，大型国企需要重视内控设计方面可能存在

的问题。樊霞（2011）强调应将信息系统建设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巨大。李心合（2013）

于 21 世纪 10 年代提出，内控有效性有两方面共同影响，设计和运行需要一起参与改进。

石颖（2014）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内部控制有效性是一种对公司运营、决策、信息沟通

等方面的保障程度。赵保卿（2019）提出从动、静两方面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

价和研究。张连魁（2022）认为国有企业需要加强培训工作，提升全体员工的综合素质。

吕莹（2022）提出家族式管理影响企业内控的有效性。

张宜霞（2009）提出应该以内控框架为基础，从不同角度和评价方法对企业进行内

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谢晓燕（2010）在内部控制五要素基础上，发现信息沟通十分

重要，报告制度滞后会造成内控失效。张兆国、张旺峰和杨清香（2011）于 21 世纪 10

年代提出，应当重视经营目标，根据客观条件与现实情况构建合理的内控评价体系。方

红星、陈作华（2015）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有效性和企业风险管理正相关。叶陈刚、裘

丽和张丽娟（2016）研究认为财务状况很大程度影响内控有效性，是评价内部控制有效

性的重要指标。周美华、林斌和林东杰（2016）研究发现，公司内控失效通常是因为公

司贪腐情况严重。王晓娅（2016）认为内容目标评价以及目标结果评价是衡量内控评价

标准的两个重要的部分。刘月升、郑石桥（2017）于 21 世纪 10 年代后期发现，因为各

自依据不同，使得相关内控人员披露内控有效性难度加大，应同时披露内控评价标准和

内控缺陷标准。王芳（2020）认为，想要研究内控有效性评价体系，应该以五要素入手，

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陈鹏、周红云（2016）提出，精简的管理层、职能划分清晰，内部控制有效性才能

得到保证。许瑜、冯均科和李若昕（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高管层具有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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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在一定程度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蒋燕、陈永丽（2017）过度投资会损害公司利益，

运营失控导致内控失效。梁海文（2018）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履行状况和企业

经营活动和业务活动都能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于雅萍、姜英兵（2019）通过实证

研究，发现董事会人员精简，内控也会得刀提升，变得更加有效。周丹、邹能锋（2019）

在研究内控有效性是怎样影响公司治理的过程中，董事会规模大的公司，内部控制有效

性越低，但是独立董事越多，则会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同时高管薪酬越高，也会降低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马桂芬（2020）对内控有效性的研究中，和股权激励因素做了对比

实验，在企业内部进行问卷调查，股权激励和内部控制有效性正相关。李春霄、范小红

（2020）通过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时发现，高管层对组织内部的影响力、政

策制定、风险评估、信息沟通等方式，都会不同程度地对公司内控有效性产生影响。方

文雯（2022）认为良好的内控环境、会计核算及注册会计师审计、内控制度制定及实施、

信息传播效率、人力资本是内控有效性重要影响因素。

张先治和戴文涛（2011）提出，应从不同切入点和不同方面去评价内控有效性，例

如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刘娜、李成（2015）认为，评价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需要

基于我国颁布的相关指引。我国学者王晶（2018）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研究内控有效性，

需要注重绩效分析。熬慧、郭彩虹（2018）于 21 世纪 10 年代后期，通过使用熵权法得

到特定值，并利用特定值进行评价工作，并通过评价体系改善企业内控状况。岳媛（2019）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采取流程简化、评价细致的策略，这样极大地提高了内部控制有效

性。骆良彬、王河流（2008）基于内控五要素，设立了 42 个具体指标。宋文阁、荣华

旭（2013）研究发现，必须在设计、讨论反馈等过程之后，才能内控的评价体系。黄金

海（2015）研究我国农信社内控有效性，以平衡积分卡为工具去评价，需从 4个方面去

评价。王学莲（2016）提出以风险管理为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构建内控评价体系。

石泓、苟红岩（2016）认为，选择任何理论作为基础时，应遵守原则性。于雅萍、姜英

兵（2019）研究 COSO 框架，以此为基础，从控制环境等五方面，构建了内控评价体系。

谭玉林（2019）强调，在构建评价体系过程中，应以原则性为重。齐永平（2022）认为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方法中，定性评价法包含风险基础评价法和基础评价法，而层次分

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主要是应用在定量评价过程中。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梳理了国内外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外的学者在内部控制有效性这个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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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着许多各自的见解。国外学者对内控有效性的研究比较早，而我国学者研究内控有

效性开始时间较晚。在目前阶段来看，国外更重视内控有效性相关的案例研究，从案例

入手，分析案例中内控有效性对企业管理的影响，强调现实意义，这也给我国当前的研

究提供了借鉴。我国的起步较迟，此外，国内的研究大多是在内控有效性相关的理论基

础上，在企业内部制定相关的政策规范，因此，我国为了对企业内部控制工作提供规范

性文件，也连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内控有效性的相关研究，同时，发展实

务研究也在积极开展中。

根据当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内控设计有效性和运行有效性是内控有效性的两

大关键因素。国外研究者目前使用了更加先进的界定评价标准，相关理论更加成熟，制

定更加详细，实现了效益最大化，结合了企业的特点，相比之下，我国研究者主要是根

据准则去判断评估企业的行为，再这基础上，根据评价再对内控有效性进行评估。另一

方面，国内外学者发现，内部因素不再是影响内控有效性的唯一因素，同样的，外部因

素也会影响企业内控有效性，例如市场的变化以及宏观环境政策变化等。近年来，新的

内控的评价方法层出不穷，但从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类：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

评价方法越来越多，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内部控制有效性相关研究发展。国内外学者目前

还是通过确定内控目标，并以五要素为基础，建立适合企业的评价体系。

虽然我国学者在内控有效性方面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但是对于内部控制运行层面

如何保证有效性仍然缺少相关研究结论，而且每个企业面临的情况也不同，我国企业内

部控制出现问题的事件还不时出现，这极大地影响了我们企业的持续发展。所以，在当

前的的情况下，我们的内控有效性评价，必须将各种公司的发展策略和行业特性进行有

机地融合，并按照有关的政策，构建一套适合我们自己的评价指标体系，再以评价结果

为依据识别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并以存在的问题为依据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措施，

这是当前阶段我们待处理的问题。

总的来说，为确保公司内部控制更加权威、规范有效，所以必须要寻找一个目前阶

段最科学、可靠的研究基本框架，结合上述的国内外现有的研究结论，本文以 COSO2017

为相关理论基础，根据内部控制五要素、20 项基本原则，参考 C公司行业特性、发展目

标建立相关评价指标，使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办法，从而建立 C公司内控评价指标体系，

从而对 C公司的内部控制状况开展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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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一共有七个部分，每个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

究内容和方法。

第二部分：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首先，介绍了内部控制相关核心概念。理论方面

提到了委托代理理论，同时也介绍了 COSO2017 框架的主要内容，并强调该框架在当前

国内外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这解释了 COSO2017 框架作为本文主要依据的原因，最后

还提到了内部控制理论，并对《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配套指引》进行了介绍，后文

中 C公司正是通过运用这些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设计选取评价指标。

第三部分：C公司基本概况及内部控制现状。描述了 C公司基本状况以及内控现状，

并提出 C公司被提出否定意见并进行了相关整改，然后以 COSO2017 框架的五要素为基

础，详细描述了 C公司的真实内控情况，发现 C公司目前的内控评价体系并不能合理反

应当前的内控有效性状况，C公司目前迫切需要一个完整具体、适合自己的内控评价体

系。

第四部分：C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先阐述构建指标体系的相

关原则，再结合本文进行联系；基于 COSO2017 框架，以内部控制五要素为一级指标，

结合 C公司农业上市公司特点以及当前经营状况，选取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最后将两

者结合，得到综合评价。

第五部分：C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基于第四部分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调查问

卷结果，以层次分析法为确定权重检验的工具，对五要素及 25 个具体评价指标进行确

定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并计算定量得分。

第六部分：改善 C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根据第五部分的评价，得到的

C公司综合评价、问题及形成原因，结合 C公司本身的情况，给出合适的整改方法。

第七部分：研究结论与不足。对全文进行概括，并对论文主要结论进行陈述，归纳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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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思路

图 1.1 研究思路

1.4.3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梳理国内外文献并进行分析，总结当前阶段国内外与内控有效

性及其评价相关观点，想要对后文进行深入研究，就需要先进行理论概念学习。

（2）案例研究法。将 C 公司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再围绕 C 公司特点，量身打造

一套适合于 C公司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得到综合评价，发现问题并提出改善建议。

（3）问卷调查法。通过对行业内专家分发调查问卷，并且对 C公司相关部门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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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最后，将得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并筛选有效数据，在此基础上，确定各指标权重，

为后文评价赋值打下基础。

（4）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本文在确定权重方面使用到层次分析法，赋

值运用到模糊综合评价法，两者结合最终得出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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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内部控制

公司管理和风险管理永远离不开的重要的一环，就是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对企业影

响很大，内部控制不仅改善了企业的运行情况，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效

益。ASB 在 1972 年所做的《审计准则公告》中提到：内部控制是一种方法、手段，它能

通过利用企业自身现有的资源，建立能够改善企业经营情况、适合自身发展方向的对自

身企业的一种约束、管理。设计的繁琐、简单程度同样也对内部控制有着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内部控制从本质上来说和自我管理活动一样，同时，这场自身管理活动需要

公司各层的参与，上至治理层下至普通员工，共同参与并保证真实、有效、安全。

2.1.2 内部控制有效性

内部控制有效性受企业内部很多因素影响，例如：企业组织架构、企业核心价值、

信息沟通系统构建等。设计有效性和执行有效性对于内控有效性来说，缺一不可，如果

企业想要实现战略发展目标，那么内部控制必须严格执行，内控有效性是企业顺利发展

的保障。想要保证内部控制有效性维持在一个较高标准，需要从五方面入手：一是企业

在经营业务的流程中需要持续监督以防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应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义务。二是在出具的财务报告方面，需要财务人员保持独立性、客观性、谨慎性等，对

出具的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性负责。三是企业在设立经营目标方面，需要考虑现实情况，

必须保证了经营活动带来的利润和其他影响。四是企业在设计相关战略目标时，应当避

免局限性，同时从全局和持续发展的角度上设置战略计划，优化相关配置，这样能够保

证企业长期具有竞争力，高效发展。五是企业内部的资产安全，只有当企业资产保持完

整无损耗，同时，在资产运转的过程中保持正常、安全，才能称为资产安全。综上所述，

内部控制有效性其实是一种保证程度，它对企业提升内部管理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是

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设定和企业经营过程的一种保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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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

在企业内部，主要由企业管理者和权力部门等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情况进行相应的评

价的过程并客观说明，这就是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对得到的综合评价进行分析，并编

制相关的评价报告。企业内部管理层为了衡量与企业经营活动同时实施的相关控制制度

和策略是否起到作用，能否达到公司要求，如果公司的发展目标成功达到，那么也从侧

面反应了内控是有效的。同时，如果在采取相应的控制行动后，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减弱

或消失也能说明内部控制有效。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主要五要素为基础，在此基础

上根据企业的特点，针对性地设计指标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所以，需要遵循以下三个

原则：首先需要遵循相关的科学原理以及规范制度指南；其次需要在设计过程中做到仔

细考虑，保证指标的全面性；最后强调设计的评价体系要方便使用。总的来说，内部控

制有效性评价是从两方面来评价的，执行方面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也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可以从内控执行权限是否清晰来了解。

2.2 理论基础

2.2.1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在本质上，以“两权分离”奠定基础，对经营管理的权力与所有权的

问题进行分离的观点。企业的所有者通过委托代理，使得管理者对企业拥有经营管理权，

并且对所有者负责。在企业内部，这种关系非常普遍，在不同层级之间，比如：股东和

治理层之间以及治理层和基层员工之间，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时候，所有者和经

营者之间为保证遵守企业规定，平衡关系以及约束其相关违法违规行为，所以使用到了

内部控制。委托代理理论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其中包括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由于

二者之间都有一种以委托代理为基础的、相互作用的影响，所以，二者对于企业的总体

运营发展有着同样重要而深刻的作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方面也包含了委托代理理

论。所以，本文进行构建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时，委托代理问题也存在于股东于治

理层，同时，企业高管与基层员工之间也产生了大量的相关问题。总的来说，以企业高

管与基层普通员工，也就是委托方与代理方之间的矛盾与问题为切入点，高管层应该通

过结合企业本身特点与所处行业特性，通过设计适合自身的内控有效性评价体系，同时，

通过优秀独立的财务人员，保证企业的财务信息真实、客观、可靠而且及时，在这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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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加持下，保证了内控报告的真实性，这样，高管层与基层员工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

可能存在的财务信息虚假、舞弊行为也可以得到避免。所以，企业内部控制设计最重要

的基本要素就是委托代理问题。对 C 公司的内控有效性评价，目的时为了对企业经营目

标实现起到保障作用，同时，并进行监督改善。本文以内控五要素为理论基础，构建内

部控制评价体系，每一项指标实质上都是在处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矛盾与问题，其

中包括了职则与权限问题、流程审批问题等。

2.2.2 COSO2017内部控制整合框架

农业公司因为性质特殊，经营风险较大，所以 COSO2017 以风险管理视角的框架去

评价非常合适。COSO2017 框架的核心是内控的五要素，其中“治理和文化”部分作为

COSO2017 的第一个要素，奠定了企业风险管理工作的总体基调。其中治理的含义本就是

对企业内部进行协调，最终达到相应的目标，企业文化建设便是治理的一大重要途径；

“战略和目标设定”部分作为 COSO2017 的第二个要素，是基于企业的战略目标，在相

关的核心价值以及企业精神的指引下,制定组织战略和设定目标的要素；“绩效分析”

作为 COSO2017 的第三个要素，指的时根据企业设定的相应的发展战略目标基础上，再

结合企业风险偏好的特点，对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识别并且加以评估；“审阅与修

订”作为 COSO2017 的第四个要素，主要着眼于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要求企业必须时

刻关注风险变化，一旦出现变化，应该及时调整相应的风险管理活动；“信息、沟通和

报告”强调在企业里内外部信息的传递。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这就是内部控制五要

素，只有当五要素之间开始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科学有效的内控评价体系，并利用评价

体系对内控情况进行评价，完成相应目标。COSO2017 框架的五大要素分别与其具体的原

则相对应，共有二十项。相比于 2013 年的基本框架，2017 年的基本框架最显著的变化

是风险管理与战略绩效为此框架的侧重，这样，将风险管理与绩效结合更加紧密，也将

内部控制管理与风险管理联系起来。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越强，实现企业的发展效率越

高，这说明企业的内控制度设计和执行达到效果。总的来说，COSO2017 内控框架主要是

作为依据和指引，让企业对自身的内控体系进行规范和完善，企业应根据相关要求，明

确自己企业内控有效性的保证程度与保障范围，企业通过对该框架的原则性要求进行学

习，可以对内控有效性所应当实现和的保证范围有一个更清楚和明确的认知。综上所述，

根据 COSO2017 框架，在此基础上，结合内控的五要素以及二十项项基本原则，结合企

业自身特点就可以进行构建体系了，这样表明：此框架为后续构建体系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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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内部控制理论

公司管理和风险管理永远离不开的重要的一环，就是内部控制。内部控制对企业影

响很大，内部控制不仅改善了企业的运行情况，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效

益。美国会计师协会的审计程序委员会在 1949 年，首次出具了与内部控制相关的报告，

在报告中说：内部控制是一种方法、手段，它能通过利用企业自身现有的资源，建立能

够改善企业经营情况、适合自身发展方向的对自身企业的一种约束、管理。设计的繁琐、

简单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内部控制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国政府在 COSO 框架的基础上，于 2008 年联合五部委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及配套指引》，对企业内部控制做出了详细具体的相关规定。

https://baike.so.com/doc/6303591-6517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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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公司基本概况及内部控制现状

3.1 C 公司基本概况

3.1.1 公司简介

C 公司，作为一家农业上市公司，于 1998 年 9 月 21 日成立，1998 年 11 月 4 日于

深交所上市，是北京市的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其中，白酒生产于销售、种猪饲养、

生猪屠宰；加工肉质品；房地产开发等是该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白酒、猪肉目前是公

司的两大支柱产业。作为我国农业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C公司在白酒，种猪养殖，生

猪养殖等业务活动中，有良好的社会口碑。到目前为止，C公司下属一些子公司已经屡

次荣获国家农业信用骨干，同时业影响了其他农业企业，积极发挥带头作用。

公司拥有多个目知名白酒品牌和商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牛栏山二锅头，它是

北京最受欢迎的白酒类品牌。C 公司拥有一条专业的并且完善的肉食品加工产业链，每

年的猪肉屠宰数量都遥遥领先，达到 300 万头以上，成为全国单场屠宰量冠军，占据了

北京市生鲜肉市场 45%以上的市场份额，线下销售点达到 4300 个，在此之外还拥有华北

地区最大的单体冷库，容量可达 4万吨，C公司综合实力位于农业企业第一梯队。

3.1.2 公司的组织架构

在 C公司内部，具有一套比较完善和科学的组织架构。分别由股东大会、董事会、

总经理、各控股子四个层级共同组成了 C公司整个组织架构。其中最大的权力拥有者是

股东大会，同时，股东大会决定公司的重要事项，并负有监督责任。由于被出具非标准

审计意见，在对公司的会计报表进行审核的过程中，董事会必须对其做出解释。在 C公

司内部，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是由审计与法律风险管理部共同负责的，从

而能对公司的高风险领域进行辨识并进行评估，这部分工作对企业的持续发展有重要意

义。

3.1.3 公司经营情况

C 公司 2021 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总资产达到 1939249.74 万元，总负债 1159972.08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779277.65 万元。相比于 2019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正值，公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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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的经营情况处于下滑，财务指标显示不容乐观，必须要通过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建设，

优化内控环境，开展内部控制工作。

表 3.1 C 公司 2019-2021 年度财务指标

C公司 2019-2021 年度财务能力指标

财务指标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盈利能力

总资产报酬率 Y11 10.12% 9.37% 10.18%

销售净利率 Y12 5.49% 2.48% 0.71%

净资产收益率 Y13 10.89% 5.43% 1.32%

偿债能力
速动比率 Y21 0.78 0.89 0.96

资产负债率 Y22 66.12% 64.14% 59.82%

营运能力
应收账款周转率 Y31 213.85% 277.35% 396.85%

总资产周转率 Y32 0.71 0.71 0.72

发展能力 营业收入增长率 Y41 23.40% 4.10% -4.14%

资料来源：深圳证券交易所

3.2 C 公司内部控制现状

C 公司的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制定通过参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应用指

引，根据我国颁布的文件进行制定的。其中公司的业务量大，经营范围广，相关制度比

较健全，公司组织架构运转效率高。公司构建了一套内审制度，为内部审计执行工作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还会要求安排内审人员接受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内审人员的独立

性，在此基础上严格核查公司财务数据，监督生产流程，提高企业内审质量。与内控制

度执行情况相比，在内控制度的设计方面相对完善。C公司根据自身的发展战略，进行

相关细节的优化，可是，由于企业实践能力弱、传统管理制度的制约、经营范围一直扩

展，以及 C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处境，我们可以看出，C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在构架上仍

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为了进一步、更加准确的了解 C公司的内控情况，本文将从以下

五方面展开分析：

3.2.1 治理与文化分析

治理与文化分析作为基础性要素，对内控的计划和实施影响重大，奠定了企业风险

管理工作的总体基调。治理与文化分析一般包括：企业文化建设、企业运营结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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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企业发展方向及人力资源政策等。C公司的组织架构相对比较合理。自从公司的

内控报告被出具否决意见后，公司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重视起来了，保持了极高的警

惕性，并根据公司的情况制定了发展目标，于 2020 年完善了企业相关规定与处理办法，

提高公司内部审计的质量，并出具了文件《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办法》及《内部控制评价

管理办法》用以保证内控制度的运行的有效性。企业内控制度的构建与实施均由董事会

负责，内控执行进行监督和汇报是由审计委员全权负责，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都会协助

内审人员，开展相关内部审计工作，旨在提高审计质量，及时发现内控缺陷。此外，董

事会也应该受到监事会的持续监督，监事会的工作主要很单一，就是对董事会是否在内

控制度设计与执行尽职尽责进行监督。而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日常事务，主要是公司经理

层来完成。C公司的内控有效性的审查和监督工作，主要是由审计与法律风险部负责，

该工作是通过本部门专业的审计人员来完成的，在完成工作之后，将详细的工作报告递

交给审计委员会。C的人力资源政策状况一般，可能存在一定风险，公司专门设置了人

力资源部，但是发现，员工的考核流程与薪酬晋升机制相对比较落后，绩效管理与考核

机制需要提升，员工对此满意度不高，不仅如此，C公司虽然参考公司基本规范规定制

定了部门和岗位说明，仍然出现了因为未明确人力预算支出造成的混乱现象。在这一进

程中，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高层内控管理意识的疏忽，造成员工的内控意识未能按照预

期发展，并出现了严重偏差，不仅如此，公司从未开展宣传内部控制的相关讲座，完全

没有相关实践活动，因此，企业基层员工对内部控制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

并且对内控有效性的意义与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有偏差。

3.2.2 战略和目标设定分析

战略和目标设定分析与公司风险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风险管理与目标设定都是为

了能够保证战略的实现。目标被看作识别、评估以及应对风险的基础，公司通过制定与

战略相符的目标，与风险管理相结合，能够察觉与之相关的预期风险，进而帮助公司更

好更快地实现战略。因为 C公司作为一家农业上市公司，以白酒与猪肉的生产与销售作

为公司的核心业务，由于农业行业特性，由此可见，它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十分复杂多变，

公司架构是多维立体组织结构，常常出现战略不明确，目标设定不够合理，导致不能精

准的识别潜在的风险。其次，C公司为应对各种风险，制定了专门的战略规划以及安排，

公司长远战略目标、短期目标规划以及各种业务具体安排和目标都是作为应对各个阶段，

各个流程可能会遇到的风险，面对风险时的应对方法。虽然，C公司已经完善了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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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体系和战略发展计划，然而，它的实施成效却不理想，因为 C公司企业规模很大，设

计业务范围广，生产流程复杂，所以面的的内外部环境更也更加错综复杂，正是如此，

所以相关管理人员办事方法比较传统，对风险敏感度不足，也缺乏更先进的认知，他们

往往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来做出评估和判断，这就造成了对其的评价不太具有科学性和综

合性。

3.2.3 绩效分析

绩效分析是组织能够对其实现其策略和商业目的产生的风险进行便是和评估，根据

公司对于风险的处理能力侧重方向，根据其后果的负面影响大小进行排序，同时，组织

对绩效进行持续监督，选择适合 C公司自身情况的风险应对策略。通过这种方式，公司

在实现相关的业务目标或者面临战略目标时，能够将其与风险评估结合起来，建立起一

个组合的观念。管理层应从全局的台阶上来看待风险，把企业面临的风险与需要达到业

绩指标所需要承担的风险向结合，并不是把他们视为一项项单独的风险、分散的损失等。

C公司主要涉及的白酒以及猪肉业务，存在白酒的生产质量控制以及猪周期变化等风险，

C公司对白酒的生产过程面临的风险以及对猪周期变化大和仓储与存货破损风险进行了

系统的预估并且做出了相关的措施，但是，C公司对于风险的重要程度以及应对措施做

出的指示与规定不够，通过各种措施去降低风险，系统地将风险与绩效系统的组合考虑

程度不够。因此，C公司要获得更持久的发展，应加强风险识别与排序，建立风险组合

观。

3.2.4 审阅和修订分析

审阅与修订分析是指对主体绩效完成情况进行审查，主体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各

个要素的运行情况，对主体会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评价，并结合主体的实际发展和市场政

策大环境，确认是否需要修订，以便更好地实现价值。C公司对于绩效的审查流程比较

科学、有效，但因 C公司体量庞大，涉及的业务众多，绩效结果与实际有差别。C公司

是农业上市公司，对于农业政策变化比较敏感，能根据新的政策及时出台相应的文件和

规定，对于公司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 C公司在管理与各种改进工作方面，落实

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提高。只有结合实际发展和市场政策大环境，公司才能更好地实现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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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信息、沟通和报告分析

信息、沟通和报告分析主要是指一个反反复复的获取和共享信息的过程。企业的风

险管理需要管理层提供数据信息辅助，通过内外两方面的途径获得的信息同样重要，同

时，企业通过信息系统来获得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处理，并且利用得到的信息数据综

合决策。那么，企业要先进行评估，筛选出报告使用者的范围，并且详细了解他们的职

责与报告用途。此外，报告的格式和类型层出不穷，具体有：敏感度分析、违规和损失

的披露以及风险图谱。报告的频率和质量必须由管理层全权负责。C公司内部的信息沟

通系统建设比较完善，但是内部信息沟通仍然不够及时，内部沟通渠道不畅通，集团无

法及时下达指令。信息系统虽然投入使用，C公司对于外部获取信息的途径仍然有限。

因此，C公司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信息沟通的效率。

3.3 C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现状分析

C 公司于基于国家颁布的相关规定，聚焦于内部控制有效性，同时，结合定量与定

性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评价得到特定数值，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内控有效性评价。由于 2020

年内部控制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C 公司上下一心，致力于内部控制的整改行动。一方

面，C公司通过对企业的财务数据进行核算，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再委托高级财

务人员进行审查，所以，可以从 2021 年的财务报告看出来，C公司内部控制情况良好；

另一方面，在非财务领域，风险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政策、报告制度、未知风险识别

情况等。总的来说，C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基本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范围，遵循了全

面性原则。C公司分别从财务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两种认定评价，根据规范中的划分标准，

以书面形式将本公司的存在的内控缺陷以及认定的要求进行报告，并强调认定的标准。

因此，这样可以根据已有的依据，将内控缺陷程度分为三大类：分别是重要、重大、一

般。而且，具体的分类情况还得根据通过计算获得的相关定性、定量的标准值来确定。

公司的相关财务指标，从这个点切入，如果存在错报的金额大于某一个比例那么会被认

定为是存在内控缺陷，另一方面，如果公司某一缺陷达到某种特定程度并会引发相应程

度的后果，那么也会被认定为内控缺陷；然后，在其他方面，如果 C公司切入点在非财

务指标上，那么如果 C公司被公开提出内控否定意见，因此而造成的一定量的经济损失

和资产损失可以被认定为内控缺陷，或者将公司违反了相关的内控基本制度与规范作为

依据判定为内控缺陷。综上所述，对 C公司内控评价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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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结论：C 公司内控评价体系不够有效和完善，不管是从哪个切入点，C公司未设定

选取具体的评价指标进行相关评价说明。C公司当前阶段还停留在，以损失金额和相关

违反行为来判定内控缺陷，因此，目前在根本上的内控缺陷认定标准已经不能满足 C公

司现在的内控有效性评价的要求了。缺少泛用性和广适性，不能对 C公司内控有效性进

行科学、可靠的评价了。此外，证监会披露了 C公司的内控评价报告中内控缺陷与实际

情况存在差距，证实了 C公司存在违规行为，也同时说明了内控评价结果准确性偏低。

因此，C 公司当前非常需要设计一套科学、合适、合理、详细的内控评价指标体系，在

此基础上，可以更加有效、准确的对 C公司内控有效性情况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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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4.1 构建原则

本文在构建体系的过程中，需要遵守以下五项原则，分别是：

4.1.1 全面性原则

为了保证企业内部控制评估系统更加全面和系统地反映企业内部控制状况，就需要

将这一原则牢记于心。公司的内部控制应当包括企业全部的经营业务，涉及各个级别，

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基层员工。因此，在构建企业内控有效评价体系需要考虑，选择的

指标能对企业所有的事务和流程进行完整展现。

4.1.2 科学性原则

存在着许多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产生影响的因素，因此，要建立出一套科学的评

价标准，根据科学性的原理，选择合适的指标，才能真正的有实际引导意义。正因如此，

应当综合考虑企业内控的具体执行情况，，此外，还要对每个指标的含义进行考究，在

此基础上，参考相应的规定，赋予各个指标相互的重要性程度，从而形成一个具有一定

科学性和全面性的评估指标体系。

4.1.3 重要性原则

这一原理着重于在综合考量的同时，要凸显其重要性，着重于企业的金额巨大、业

务来往频繁、具有深远发展意义和风险较高的经营行为，在建立评估体系的时候，要综

合考量企业所在的产业的特点和企业的具体情况，根据其重要性来选择能够体现企业现

状的各项指标。

4.1.4 层次性原则

构建的指标体系要应该是全面的，可以从各个层面将公司的真实的全面情况都体现

出来，从制度到业务，从外部到内部，在构建出一级指标的同时，为了更加真实、科学

的了解企业内控状况评价，从而构建出二级评价指标。这样管理层能够得到更加真实可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C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研究

21

靠的企业内控情况评价，同时让整个评价体系变得更加科学、具体、全面。信息的多层

次结构的披露，能够反映出更加真实有效的信息，有助于决策者的后续措施。

4.1.5 定性与定量结合原则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两种实用性极强的分析方法，然而却有着不同的分析方式。

定性和定量方法其实也有着相应的联系，定性目标总的来说可以更直观地表达，但是可

能会存在相应的主观性。所以，在定性的同时，应该引进定量的方法，避免单一方法的

缺陷。

4.2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4.2.1 定性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构建原理，在 COSO2017 准则的指导下，设立了三层评价指标。首先，目

标层总指标就是内部控制有效性；然后便是一级评价指标，内容是根据内部控制五要素

进行选取出的五个基本指标；最后，是二级评价指标，内容是以 C公司状况及特点为基

础选择的具体内控指标，具体的定性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

表 4.1 企业内部控制定性指标表

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部控制有效性

治理与文化分析 X1

企业文化建设 X11

企业运营结构 X12

核心价值 X13

组织架构 X14

人力资源政策 X15

企业发展方向 X16

战略和目标设定分析 X2

风险偏好 X21

可替代战略建立 X22

可替代战略影响 X23

业务环境变化 X24

业务目标的建立 X25

绩效分析 X3

风险组合观 X31

风险严重程度评估 X32

风险评估方法 X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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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排序 X34

风险应对 X35

未知风险识别 X36

环境变化风险识别 X37

战略变化风险识别 X38

审阅和修订分析 X4

重大变化评估 X41

管理改进 X42

绩效审查 X43

信息、沟通和报告分析 X5

信息沟通 X51

信息系统建设 X52

报告机制 X53

（1）治理与文化分析指标体系

治理与文化分析作为基础性要素，对内控的计划和实施影响重大，奠定了企业风险

管理工作的总体基调。依据“治理与文化分析”对应的五项具体原则，本文设立了以下

二级指标。“企业文化建设”是所有企业组织的一种隐性的企业管理，它的作用不是立

竿见影的，而是需要长时间对企业各部门暗中影响。在企业内部控制制定方面，必须在

企业建立起适合自身的行为准则以及规范规定的同时，企业员工也能配合执行相关政策

的基础上，内控有效性才能发挥正面影响。“企业运营结构”指标是指该企业在运营过

程中呈现的结构和角色分配。“核心价值”这一指标是指企业所认同的核心价值观以及

做出的核心价值观承诺。“组织架构”指标是指公司的组织框架的构成是否合理有效，

实现内部控制。“人”对控制环境的影响是 COSO2017 框架重点关注的部分，因此，“人

力资源政策”指标主要就是对企业相关的人力资源体系建设是否完善进行合理评价，包

括人力相关制度是否有效，是否对人才招聘设置了合理的预算支出以及绩效评价是否适

合公司情况。“企业发展方向”是指企业在运营过程中整个企业所发展的方向以及偏向。

（2）战略与目标设定分析指标体系

战略与目标设定是在组织使命和愿景及核心价值观的指引下,制定组织战略和设定

目标的要素。根据 COSO2017 框架“战略与目标设定分析”对应的四项原则，本文设立

了以下二级指标。设置“风险偏好”指标是为了衡量企业对风险的基本态度，是企业决

策制定的重要因素。“可替代战略建立”指组织能否合理地根据企业面临的风险制定备

选战略方案。“可替代战略影响”是指组织替代战略对企业的影响。“业务环境变化”

是指企业对于业务环境的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及时程度。“业务目标建立”指标是衡量企

业能否合理准确的设定企业的目标。

（3）绩效分析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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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分析要素通过确定企业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后，根据当下自身公司的风险倾

向，对面临的风险进行相关的分类以评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是以 COSO2017 框

架为基础，再根据“绩效分析”对应的五项原则，并结合 C 公司自身特点,设立了以下

二级指标。“风险组合观”用以衡量企业是否在绩效分析的同时树立了风险与绩效组合

分析的观念。“风险严重程度评估”是指企业对风险造成负面影响进行评估。设置“风

险评估方法”指标，该指标是对企业面对风险进行评估的时候所使用的评估方法进行评

价是否合理，并进行打分。用“风险排序”是企业面临多个风险时候根据其重要性或者

按照某项标准进行分类排出轻重缓急顺序的能力；“风险应对”是指企业在应对风险时

候的的应对措施是否合理以及剩余风险的处理方式。“未知风险识别”指标衡量企业对

除战略变化和环境变化以外的风险能否有能力识别。“环境变化风险识别”是衡量企业

能否识别因环境变化产生的风险。“战略变化风险识别”指标是衡量企业是否能识别因

企业战略目标发生变化产生的风险。

（4）审阅和修订分析指标体系

审阅和修订分析主要是说明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也需要对风险进行监测，时刻

关注相对的变化，及时调整方向和提出措施。本文根据“审阅和修订分析”对应的三项

原则，设立以下二级指标。“重大变化评估”反映企业是否具有对重大变化进行合理评

估的能力。“管理改进”衡量企业的风险管理改进和完善能力。“绩效审查”指标衡量

企业绩效审查是否将绩效和风险结合。

（5）信息、沟通和报告分析指标体系

信息、沟通和报告分析强调在企业里内外部信息的传递。根据“信息、沟通和报告

分析”要素对应的三项原则，本文设立了以下三个具体的二级指标。设立“信息沟通”

指标是对企业内部的信息传递是否及时、准确。“信息系统建设”指标衡量企业信息系

统建设是否拥有所需要的信息技术支持能力，和是否对信息技术实现了有效利用。“报

告机制”是指企业对风险、文化和绩效的报告方式与报告流程。

4.2.2 定量指标体系

为了让所建立的评价体系更加的科学、可靠，本文根据 C公司所在的行业特点以及

目前的战略发展方向，构建定性指标体系，总共选取了 8个财务指标作为定量评价指标，

再将这些指标分为四类：Y1=盈利能力,Y2=偿债能力,Y3=营运能力,Y4=发展能力。

（1）盈利能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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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描述的，就是企业在进行其相关的经营活动后，获取利润的能力。

①总资产报酬率（Y11） = 息税前利润

平均资产总额
× 100%

该指标就是描述企业对于使用公司资产方面的能力，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通过使

用当前资产获利能力强。

②销售净利率（Y12） = 净利润

销售收入
× 100%

指企业在销售方面，获取利润的能力。选取该指标，如果销售净利率持续变大，代

表企业的销售获利能力强。

③净资产收益率（Y13） = 净利润

净资产平均余额
× 100%

通过该指标，可以清晰直观的观察企业投入产出情况，如果净资产收益率越大，说

明企业的投资方向正确，为公司带来了良好的利益。

（2）偿债能力分析

该指标主要能够反应企业相应的偿还债务能力以及风险应对能力，该指标很大程度

上代表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①速动比率（Y21） = 速动资产

流动负债
× 100%

为了解企业偿还近期债务能力与应急能力，设立了该指标，如果速动比率上升，说

明该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增强。

②资产负债率（Y22) = 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
× 100%

为了清楚直观的了解企业的负债情况，可以有效了解企业的经营风险，设立资产负

债率是为了了解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

（3）营运能力分析

一个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利用当前企业拥有的资源，进行发展的能力，被称为营运

能力。

①应收账款周转率（Y31） = 当期销售收入

应收账款平均额
× 100%

想要了解公司对于应收账款的处理效率，设立应收账款周转率，如果该比率变大，

说明资金周转情况良好。

②总资产周转率（Y32） = 营业收入净额

平均资产总额
× 100%

想要了解公司的资产流动频率和资本结构，如果总资产周转率越高，说明公司运营

效果棒，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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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展能力分析

该指标设立是用来了解公司所处的市场位置，以及分析未来前景并决定公司发展方

向的指标。

①营业收入增长率（Y41） = 营业收入增长额

上年营业收入总额
× 100%

设定选取该指标是为了对企业的未来市场进行了解，对公司发展潜力进行评估，营

业收入增长率越大，表明，企业的发展能力强。

4.2.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上文已经完成了定性和定量评价体系的构建，由于定性评价存在主观性，同时，定

量指标仅仅局限于数据研究，所以，本文将两方面指标结合，对其进行计算。因为整个

数据是处于正态分布的状况，所以，应该采用平方平均数的模型，得到 C公司内部控制

有效性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Z，其中，Z：综合评价得分；X：定性评价得分；Y：定量评

价得分：

� =
�2 + �2

2

以农业行业的特性以及相关业务特点为基础，对一众选取出来的定性指标和财务指

标进行赋予权重，再搜集国资委公布的相关企业绩效标准值，进行对照评价打分，最后

计算综合得分。

4.3 综合评价标准

综合评价满分设置为 100 分，并具体划分为四个等级标准。具体评分标准以及分级

如下表

表 4.2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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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公司内部控制评价

本章在第四章节构建的指标体系基础上，对 C公司内部控制进行评价。

5.1 数据来源及样本整理

本文通过先后两次发放调查问卷，得到了 C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相关数据，对两次

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对企业内控状况有了详细了解。首先，第一次发放调查问卷

（附录 1），为了确定不同指标之间的重要性程度，同时构造判断矩阵并检验一致性。

问卷的发放对象范围涉及广，企业内管理层人员专、内审人员均参与此次调查问卷，最

终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分发问卷，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对 C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

性指标对应的定性评价，本文又设计发放了第二次问卷（附录 2），通过第二次调查问

卷，成功构造了隶属度矩阵，隶属度矩阵结果见下文表 5.9。两次的调查问卷分发情如

下表 5.1 所示

表 5.1 调查问卷发放及回收情况统计

发放数 有效收回数 无效数 有效回收率

第一次 30 21 9 70%

第二次 32 24 8 75%

5.2 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首先，通过 SPSS 层次分析法软件，组件了由要素个数决定的递阶结构模型，在运

用调查问卷得到的评价数据，对比同组内两两不同的元素，确定重要性级别，并得出分

数等级；之后，使用层次分析法，直观的体现所有指标间的影响，最后根据计算结果，

将定性问题进行定量化处理。本文采取了相关的标度定义和意义如下表 5.1 所示，比较

处于同一水平的指标的重要程度，据此进行打分，得到判断矩阵，作 A：

A =

a11
a21

a12
a22

⋯ a1n
⋯ a2n

⋯ ⋯ ⋯ ⋯
an1 an2 ⋯ 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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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标度定义及其意义

5.3 评价指标估值

5.3.1 定性指标估值及一致性检验

以 C公司所处行业特性与自身情况所设计选取出来的各项指标，采用德尔菲法，让

专家们进行不记名打分。德尔菲是就是能够保证在评分过程中获得的评价是正对公正、

客观、独立的，在评价的过程中，每个人需要保持相对独立、相对客观，并且不能交换

意见。依次评价每一项指标，并且给出具体的相应分数，最后，利用判定矩阵进行运算，

获得具体数值 Wi。同时，判断矩阵必须通过一致性检验，这样才能保证结果的有效性：

�� =
λmax − n

� − 1

CR =
��
��

表 5.3 内部控制判断矩阵表

指标
治理与文化分

析

战略和目标设定分

析

绩效分

析

审阅和修订分

析

信息、沟通和报告情

况

治理与文化分析 1 5 3 7 5

战略和目标设定分析 0.2 1 0.333 3 1

绩效分析 0.333 3 1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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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CR<0.1 时，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达标，权重可接受；当 CR>0.1 时，说明判断

矩阵一致性检验未达标，需要重新调整检验，直到其达标可用。

内部控制一级评价指标即内控五要素，经计算：最大特征值λmax=5.218，一致性

比率 CR=0.049<0.1。（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 5.4 治理与文化分析判断矩阵表

对治理与文化分析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得到最大特征值λmax=6.431，一致性比率

CR=0.069<0.1。（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 5.5 战略与目标制定分析判断矩阵表

审阅和修订分析 0.143 0.333 0.2 1 0.2

信息、沟通和报告情

况
0.2 1 0.333 5 1

指标 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运营结构 核心价值 组织架构 人力资源政策 企业发展方向

企业文化建设 1 1 0.2 0.143 0.333 3

企业运营结构 1 1 0.2 0.2 0.333 3

核心价值 5 5 1 0.333 3.333 5

组织架构 7 5 3 1 7 7

人力资源政策 3 3 0.3 0.143 1 3

企业发展方向 0.333 0.333 0.2 0.143 0.333 1

指标 风险偏好 可替代战略建立
可替代战略

影响

业务环境变

化
业务目标的建立

风险偏好 1 3 2 0.333 0.143

可替代战略建立 0.333 1 0.333 0.2 0.2

可替代战略影响 0.5 3 1 0.333 0.333

业务环境变化 3 5 3 1 0.333

业务目标的建立 7 5 3 3 1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C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研究

30

对战略和目标设定分析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得到最大特征值λmax=5.367，一致性

比率 CR=0.083<0.1。（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 5.6 绩效分析判断矩阵表

对绩效分析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得到最大特征值λmax=8.784，一致性比率

CR=0.08<0.1。（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 5.7 审阅和修订分析判断矩阵表

对审阅和修订分析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得到最大特征值λmax=3.029，一致性比率

CR=0.028<0.1。（通过一致性检验）

指标
风险组

合观

风险严重程

度评估

风险评估

方法

风险排

序

风险应

对

未知风

险识别

环境变化风

险识别

战略变化风

险识别

风险组合观 1 3 1 2 0.333 5 3 3

风险严重程

度评估
0.333 1 0.2 0.333 0.143 5 0.333 0.333

风险评估方

法
1 5 1 3 0.2 5 6 3

风险排序 0.5 3 0.333 1 0.143 7 3 3

风险应对 3 7 5 7 1 9 5 5

未知风险识

别
0.2 0.2 0.2 0.143 0.111 1 0.333 0.333

环境变化风

险识别
0.333 3 0.167 0.333 0.2 3 1 1

战略变化风

险识别
0.333 3 0.333 0.333 0.2 3 1 1

指标 重大变化评估 管理改进 绩效审查

重大变化评估 1 3 1

管理改进 0.333 1 0.2

绩效审查 1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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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信息、沟通和报告分析判断矩阵表

对信息、沟通和报告判断矩阵进行计算，得到最大特征值λmax=3.004，一致性比

率 CR=0.004<0.1。（通过一致性检验）

5.3.2 模糊综合评价

通过计算获得各层级评价指标的评价值，根据之前层次分析法得出的各指标之间的

权重，运用加权平均计算之后的和确定评价数值。从以下四步骤进行：

（1）第一步：分别设置评语集 P与分数集 V。经参考内控相关规范及指引，P={优，

良，一般，差，非常差}；V={100,80,60,40,20}，分数越大，内控有效性越强。

（2）建立评价因素集

任何的变化均会对评价目标的评价值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建立因素集为 X={X1，

X2，X3，...，XN}。

（3）确定隶属度

整理问卷调查的数据，将这些数据转化为评语隶属度矩阵 R，如下表

表 5.9 C 公司隶属度矩阵

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优秀
良

好
一般 差

较

差

内部控制有

效性
治理与文化分析 X1

企业文化建设 X11 0.5 0.3 0.2 0 0

企业运营结构 X12 0.3 0.4 0.3 0 0

指标 信息沟通 信息系统建设 报告机制

信息沟通 1 0.5 3

信息系统建设 2 1 5

报告机制 0.333 0.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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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 X13 0.5 0.2 0.3 0 0

组织架构 X14 0.4 0.4 0.2 0 0

人力资源政策 X15 0.2 0.2 0.1 0.5 0

企业发展方向 X16 0.3 0.5 0.2 0 0

战略和目标设定分析 X2

风险偏好 X21 0.5 0.3 0.2 0 0

可替代战略建立 X22 0.3 0.4 0.3 0 0

可替代战略影响 X23 0.5 0.3 0.2 0 0

业务环境变化 X24 0.3 0.4 0.3 0 0

业务目标的建立 X25 0.5 0.4 0.1 0 0

绩效分析 X3

风险组合观 X31 0.4 0.3 0.3 0 0

风险严重程度评估 X32 0.3 0.5 0.2 0 0

风险评估方法 X33 0.5 0.2 0.3 0 0

风险排序 X34 0.3 0.3 0.3 0.1 0

风险应对 X35 0.4 0.3 0.3 0 0

未知风险识别 X36 0.3 0.3 0.4 0 0

环境变化风险识别 X37 0.4 0.4 0.2 0 0

战略变化风险识别 X38 0.4 0.4 0.2 0 0

审阅和修订分析 X4

重大变化评估 X41 0.5 0.3 0.2 0 0

管理改进 X42 0.3 0.3 0.4 0 0

绩效审查 X43 0.5 0.2 0.3 0 0

信息、沟通和报告分析

X5

信息沟通 X51 0.4 0.2 0.4 0 0

信息系统建设 X52 0.5 0.3 0.2 0 0

报告机制 X53 0.3 0.4 0.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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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内部控制评价值

已知各评价指标权重 W，此外，还得到了隶属度矩阵 R,以及得分 V,那么，通过计

算就能得出二级指标评价值 Qij,一级指标评价值为 Qi，最后结合相应的权重值，可以

企业顶目标层评价指标评价值为 Q,其计算公式如下：

Qij = （ri，ri2，⋯，rim） ∗

V1
V2
⋮

Vn

Qi =
j=1

n

（Qij ∗ Wij）�

Q =
i=1

n

（Qi ∗ Wi）�

根据上述给出的公式，再以各指标的评价值为基础，按照顺序进行计算，下面选择

以“治理与文化分析”层评价指标为例计算其评价值，具体过程如下：

“企业文化建设”Q11 = （0.5，0.3，0.2，0，0） ∗

100
80
60
40
20

= 86

“企业运营结构”Q12 = （0.3，0.4，0.3，0，0） ∗

100
80
60
40
20

= 80

“核心价值”Q13 = （0.5，0.2，0.3，0，0） ∗

100
80
60
40
20

= 84

“组织架构”Q14 = （0.4，0.4，0.2，0，0） ∗

100
80
60
40
20

= 84

“人力资源政策”Q15 = （0.2，0.2，0.1，0.5，0） ∗

100
80
60
40
20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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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方向”Q16 = （0.3，0.5，0.2，0，0） ∗

100
80
60
40
20

= 82

“治理与文化分析”Q1=Q11*W11+Q12*W12+Q13*W13+Q14*W14+Q15*W15+Q16*W16

= （86，80，84，84，62，82） ∗

0.0620
0.0656
0.2554
0.4662
0.1150
0.0358

= 81.26

其余各层级评价指标的评价值均通过同样方法计算，最后，将得到的 C公司内部控

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值汇总，如表 5.10

表 5.10 C 公司评价值汇总

一级指标 权重 评分 二级指标 权重 评分

治理与文化分析 X1 0.4977 81.26

企业文化建设 X11 0.0620 86

企业运营结构 X12 0.0656 80

核心价值 X13 0.2554 84

组织架构 X14 0.4662 84

人力资源政策 X15 0.1150 62

企业发展方向 X16 0.0358 82

战略和目标设定分析 X2 0.1031 85.10

风险偏好 X21 0.1163 86

可替代战略建立 X22 0.0506 80

可替代战略影响 X23 0.1044 86

业务环境变化 X24 0.2568 80

业务目标建立 X25 0.4720 88

绩效分析 X3 0.2444 81.87

风险组合观 X31 0.1522 82

风险严重程度评估 X32 0.0393 82

风险评估方法 X33 0.1746 84

风险排序 X34 0.1047 76

风险应对 X35 0.3894 82

未知风险识别 X36 0.0215 78

环境变化风险识别 X37 0.0567 84

战略变化风险识别 X38 0.0618 84

审阅和修订分析 X4 0.0406 84.13

重大变化评估 X41 0.4054 86

管理改进 X42 0.1140 78

绩效审查 X43 0.4806 84

信息、沟通和报告分析 X5 0.1142 83.49

信息沟通 X51 0.3090 80

信息系统建设 X52 0.5816 86

报告机制 X53 0.109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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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得出定性指标评价值：

X定性 = （0.4977，0.1031，0.2444，0.0406，0.1142） ∗

81.26
85.10
81.87
84.13
83.49

= 82.18

5.3.3 定量指标估值

（1）定量指标权重赋值

本文以了解到的国资委公布的 2021 年企业绩效评价标准值（表 5.11）为依据，结

合 C公司的现实状况及特征，对上面选择的四大财务能力的指标进行了计算，并对其进

行了加权计算。盈利能力指标、偿债能力指标、营运能力指标和发展能力指标，对应的

权重分别为 30%、30%、20%、20%。同时，将绩效评价标准划为五个等级：100、80、60、

40、20，分别对应优秀、良好、一般、较低和较差。若得分介于两个级别之间，则取较

低值所在的分数值。

表 5.11 国资委 2021 年企业绩效标准表

（2）定量指标估值

在前文中，我们先后得到了国资委 2021 年企业绩效评机制标准、C公司 2021 年相

关财务指标数值，通过对比，就可以得到 C公司财务指标的具体得分，如下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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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C 公司财务指标得分

根据上表得到的数据，进行相关的计算，得到定量指标分值为：

Y定量 = 100 + 40 + 40 ÷ 3 × 30% + 60 + 60 ÷ 2 × 30% + 100 + 80 ÷ 2 × 20%

+ 40 × 20% = 62

5.4 综合评价

在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中，定性指标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会对最后的评估结果产生一

些影响。但是，定量的评价指标可以很好地体现出公司的内在的缺陷。定量指标在对其

的直观体现上，比定性指标要差一些，也就无法对其存在的内控问题进行直接的反应，

但定量指标具有其自身精确、科学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将定性评价和定量相融合，得

出了一种新的综合评价值。从前面的第四章综合评价至指标体系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Z =
X2 + Y2

2
=

82.182 + 622

2
= 72.79

从以上评价得分情况来看，C公司内控有效性最终得 72.79 分，介于 60-80 分间，

属于良好等级，可见 C公司内控基本是完整有效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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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C 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C 公司内部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内部控制在企业内部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并应通过

积极的行动来提高企业的内控水平。从内部控制五要素方面进行了剖析，如下：

5.5.1 人力资源政策制定混乱

治理与文化分析评价值是 81.26 分，介于评语集 80-100 之间，表明 C 公司的核心

价值树立相对良好，该公司的组织结构比较健全，具有良好的企业文化。但从总体评分

来看，与其它四因素比较，该因素成绩垫底，可见 C公司要持续强化管理和文化分析，

尤其是二级指标“人力资源政策”分值只有 62 分，说明公司内部的人力资源政策十分

混乱，公司对于人力资源政策的指定应该重视，制定相关的规定，需保证人力资源政策

合理且有效的执行。“企业运营结构”分值 80 分，说明公司运营过程中结构和人员分

配还有待更加明确清晰。

5.5.2 战略目标与风险管理联系不紧密

战略和目标设定分析评价值为 85.10 分，处于良好等级。二级指标“可替代战略建

立”评价值为 80 分，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 C公司所在行业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所以

他面临的内外环境比较复杂，风险也比较大，然而 C公司备选战略的建立仍然不够完善，

可能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业务环境变化”得分也低，仅有 80 分，说明

企业对业务环境变化还不够敏感及时。

5.5.3 风险控制理念以及应对机制有所欠缺

绩效分析指标评价值是 81.87 分，处在良好等级，但在整体上，它的评分仍然偏低，

特别是在二级指标“风险排序”方面，它的分数更是低到了 76 分，C公司的存货很多，

所以“风险排序”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环，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C公司的内控水平并不

高。此外，“未知风险识别”分值较低，只有 78 分，说明 C公司对除战略变化和环境

变化以外的风险识别不够及时准确。C公司主要产品为白酒，主要成分为酒精，容易发

生自然风险导致产品受损。因此，要对所在区域内的自然灾害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研

究，做到预防为主，充分运用有关的信息通道和技术，持续提高自身抵抗自然灾害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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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从而为内部控制的高效运作奠定基础。

5.5.4 企业管理改进和完善能力弱

审阅和修订分析的最终得分为 84.13 分，处于较好水平，重大变化评估和绩效审查

能力较强，但在“管理改进”指标得分不高，为 78 分。所以 C 公司还需加强对公司风

险管理的改进和完善。

5.5.5 信息沟通效率低

信息、沟通和报告的最终得分是 83.49 分，处于良好状态，但“信息沟通”得分只

有 80 分，“报告机制”也仅 80 分，说明 C公司内部沟通效率一般，沟通不及时，信息

系统流于形式，忽略了实质，且报告机制也比较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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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改善 C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6.1 完善人力资源政策制定

企业内部控制运行的环境是企业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基础，C公司的管理人员必须

高度重视，让员工了解到内部控制对于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提高员工的素质。

企业领导应加强人力资源政策的制订，使其更符合企业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与此同时，

C公司管理层要将内控执行和实施情况与员工自身的绩业绩挂钩，并建立相应的考核机

制，通过考核机制得出员工对内控的实施作用，做到优奖劣惩，从而更好地激发人们对

内控的学习与运用的热情，这样为企业内控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础。就员工能力而言，应

制订并实施人才开发策略，提升员工的专业素质。作为一家农业上市企业，主营业务为

白酒类、猪肉类，由此可见，C 公司由于其业务的特殊性，生产和销售过程几乎不存在

技术含量。在这之外， C公司是农业上市公司，但是其下属的分公司和种植基地均扎根

于农村，这也导致了公司员工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综合素质低，也导致了存在风险隐患。

面对这些问题，C公司应当从总部抽调专门的人才到各地分支机构进行技术上的专门培

训，将最新的制造工艺、工作流程、操作程序等知识灌输给基层职工。

6.2 适时调节战略与目标

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风险管理对企业的发展策略与发展方向具有积极的影响。第一，

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在策略的层次上对风险进行考量，可以防止为了确保公司的保守运

营而失去发展的机会；第二，在制定目标的时候注意到了风险，也可以防止在制定的时

候，由于盲目发展，使得雇员为了达到业绩指标而违背了有关的规则，从而造成公司的

运营风险增加。公司的管理层要保证这个目标与公司的现实状况相符，并且要对这个目

标所面对的危险在自己的风险可接受范围内进行考量，从而构建出一个可以从以下两个

角度来进行调整：首先，要对公司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仔细地研究，对各个要素进行全面

地分析，最终确定出一个与公司现实情况相符的策略。针对发展的各个时期，应制订相

应的发展策略，并适时调整策略。第二，在长远的策略计划中，要注重与公司各个发展

时期的目标相结合，以达到控制的目的，使得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对于那些有潜在负面

效应的重大的目标， C公司应该积极地对其进行调整，以保证其与企业的风险容忍度相

一致。首先，在企业面临着复杂变化的外部条件和企业现有的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确

定企业的发展策略和发展方向。其次，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策略：首先，以已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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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白酒产品为核心，逐步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第二阶段，

针对市场环境和客户的要求变化，进行企业的经营方式改革，开发新的产品，不断加强

企业的整体经营能力；第三个步骤是在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基础上，通过扩大企业的生产

链，实现企业的规模效益和企业的品牌效益。

6.3 细化风险应对措施

C 公司在面对重大风险的时候，企业的应对策略应当聚焦风险板块，为不同的风险

制定各自的应对方针。企业应该构建一台完善的风险管理架构，以此来适应复杂多变的

市场，具体措施可以通过选择专业人员进行观察研究实时市场经济、行业未来转向能力、

和当前市场格局，从而尽量减少因为市场环境的改变而造成的冲击。组建全国性及区域

性决策小组，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在运营方面，C公司需要研究发开新的物流网，

持续更新工具，将整个物流底盘智能化，这样不仅能够使得企业高效运转，还能减少人

力与线下布局，节省成本，增加利润。对其他在风险识别过程中发现的风险，C公司亦

须制定合理而详尽的解决对策。C公司的每个单位部门都要把自己职责内的防范和控制

工作都要认真地贯彻下去，在防范和控制的同时，对其进行分析和追踪，如果出现了异

常情况，要对其做出相应的改变，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年度的安全和风险控制。

6.4 强化企业管理和改进能力

C 公司应当在有关的风险控制的规定中，对其进行详细的规定，比如修改的频率以

及工作的范围。C公司很有可能遭遇信息系统问题，就可以将《信息系统重大事件管理

流程》、《信息系统应急预案》等特定制度添加到已有的规章制度中，以便在遇到突发

情况时，能够按照这些文件中所列的程序来解决问题。C公司还必须要对缺乏风险管理

或者未达标的情况进行问责，要设立风险管理制度，要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要根据风

险后果严重程度来确定相应的惩罚，尤其是在白酒质量管理和猪肉质量控制方面可能存

在的风险方面，要有更为详细的惩罚制度，以强化监管。在风险的处理方法上，因为风

险在持续的改变，所以 C公司应该经常检查风险的识别和评价方法，以保证其可以应付

各种情况的改变。 C公司应当对所选择的管理方式与其策略目标的协同程度进行考量，

以及其是否可行、是否容易操作，是否具有高效性。在信息化条件下， C公司必须将企

业的风险控制看作是一种阶段性的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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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规范报告制度

C 公司应当改进其对企业的风险控制工作的书面报告流程，一改以往“遇到问题才

向上级报告”的做法，实施定期汇报。C公司可以进行每个月定期的风险控制工作报告，

并结合重大风险不定期汇报制度，制定出一份规范化的工作报告标准。并将这份报表递

交给了公司的风险控制部门，让他们更好的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每个科室的风险控制

主任都要定期或者不定时地汇报给公司的风险控制领导机构，风险管理委员每年要求风

险管理领导小组进行汇报情况，风险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应当遍及公司，达到信息共享。

同时，风险报告必须及时，只要发现了重大风险，就要立刻向领导层进行报告并解决，

并且管理层需要立即对风险做出相应的决策和出台应对措施。除了突发事件之外，C公

司应该对企业总体的风险管理流程进行规范，明确规定，风险管理人员察觉到风险存在

时，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向相应的管理层反应，这样才能帮助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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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结论与不足

7.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对 C公司内控有效性评价的基础上，认为：在当前阶段，C 公司的内部控制

在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在内控执行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改进问题。

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相关政策制度不够健全、员工对内部控制的认知与理解不够深入；

战略目标和风险联系不紧密、企业对环境变化不敏感；风险管理的观念和执行存在缺陷、

风险识别能力有限；缺乏改善经营状况的能力；缺乏及时的信息交流和落后的报告机制。

7.2 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基于对 C 公司的大量的资料分析以及对 C 公司的现实情况

进行的调研得出的，具有科学可靠的理论依据，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1)因为农产品类企业的特殊性质，在生产、库存、销售等各个环节都有很多不稳

定的因素，并且经营过程比较繁琐，因此与其它产业相比，其内控评估比较繁琐，对于

其内部控制是否健全还有待后续的追踪研究。

(2)采用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以专家评分与问卷调查获得的资料为主。

不过这两种方式都受到了很大的主观影响。

所以，我期望今后可以学习并运用更多的客观的方式，来全面地对农业领域中其它

公司的内部控制效能展开分析，从而构建出一个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评估体系，有利

于更加精准找出内控缺陷，为实现农业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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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时光飞逝，转眼间研究生三年的生活接近尾声，回想起满满都还是入学的样子。三

年来感谢父母、老师以及同学的照顾和关心。青涩懵懂的少年也终究到了脱离师长庇护

的这一天，希望走出学校的那一刻，心里还是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愿出走半生，归来

仍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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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尊敬的各位：

您好！十分荣幸邀请您参与本次的问卷调查，请在下表中，选择内部控制有效性各

级指标按照重要性程度相对应的分数。分数区间为1到5，得分越高表示其重要性越高：

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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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运营结构

核心价值

组织架构

人力资源政策

企业发展方向

战略和目标设定

风险偏好

可替代战略建立

可替代战略影响

业务环境变化

业务目标的建立

绩效

风险组合观

风险严重程度评估

风险评估方法

风险排序

风险应对

未知风险识别

环境变化风险识别

战略变化风险识别

审阅与修订

重大变化评估

管理改进

绩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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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沟通和报

告

信息沟通

信息系统建设

报告机制

请根据您对贵公司历史经营情况以及近期公司重组等重大事件的了解情况，对于公

司内部控制中的相关指标进行评分，评价标准为{优，良，一般，较差，差}={100、80、

60、40、20}

附录 2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优 良 一般 较差 差

治理和文化

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运营结构

核心价值

组织架构

人力资源政策

企业发展方向

战略和目标

设定

风险偏好

可替代战略建立

可替代战略影响

业务环境变化

业务目标的建立

绩效

风险组合观

风险严重程度评估

风险评估方法

风险排序

风险应对

未知风险识别

环境变化风险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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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变化风险识别

审阅与修订

重大变化评估

管理改进

绩效审查

信息、沟通

和报告

信息沟通

信息系统建设

报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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