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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也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建

设速度，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事业单位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出

来。为了推进行政事业单位稳步前进，更好地发挥服务社会的职能，国家对行政

事业单位的监管越来越严格，对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传播党政方针路线引导正确社会舆论的文化类事业单位 S 电视台在保障社

会有序运行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其内部控制的完善是更好发展的有力保障，对其

实施效果的检验就是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2012 年，财政部颁布的《行政事

业单内部控制规范（试行）》标志着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本框架的建立，

对 S电视台进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具有指引作用。

本文以 S电视台作为研究案例，在阅读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后，对内部控

制、内部控制有效性、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概念进行阐释，将内部控制理论和

委托代理理论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础；然后，对 S电视台的基本情况和内部控制现

状进行介绍，说明构建 S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其次，

针对 S电视台的实际情况，以《行政事业单内部控制规范（试行）》作为构建评

价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从单位层面选取 16 个三级指标、业务层面选取 24 个三

级指标，共计 40 个指标构建出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最后，

对于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汇总整理，借助 Yaahp10.3 软件对重要性矩阵进行计算，

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 S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综合评价。

评价结果显示：S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具有一般缺陷，单位层面组织控制、人

员控制、信息系统控制、风险控制，业务层面收入支出控制、政府采购控制、资

产控制、合同控制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

体的改进建议，希望能进一步提升 S电视台的内控有效性，并为其他类似行业建

立内控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内部控制有效性 评价指标体系 层次分析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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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China has also accelerated the construction speed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rocess.At the same time, the importance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s a government functional department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eady progress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nd better play the function of serving the

society, the state supervision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is more and

more strict, and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S TV station, a cultural institution

that spreads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policy line and guides the correct

public opinion, occupies a place in ensuring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

socie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ts internal control is a strong guarantee

for better development, and the test of its implementation effect is the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The Ministry of Finance

issued an internal audit regulation for administrative and organisational

units in 2012 (for piloting) and launched a nationwide pilot in 2014 to

establish a basic framework for internal audit of administrative and

organisational units in China. This playing a role in guiding the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of S TV station.

This paper takes S TV station as a research case, after reading and

sorting out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at home and abroad, explain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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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of internal control,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and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and takes the internal control theory and

principal-agent theory as the research basis of this paper;Then, introduce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the internal control status quo of S TV station, and

explain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of S TV station;Secon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 stat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single internal control

specification (trial) " a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onstruct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rom the unit level selected 16 level 3 indicators, business

level selected 24 level 3 indicators, a total of 40 indicators to build S TV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Finally, the

collected data were summarized and sorted out, and the importance

matrix was calculated with the help of Yaahp10.3 softwar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S TV station was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by using the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S TV station is generally defective,

unit level organization control, personnel control, information system,

control, risk control, business level income expenditure control,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ontrol, asset control, contract control has

certain problem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pecific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hope to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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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 the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of S TV, and for other similar

industries to establish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eference.

Keywords：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Evaluation index system；

Hierarchical analysis；Fuzzy integrated evalu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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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完善的内部控制，是确保国家各项规章制度在各类企事业单位得以实施的必

要手段；是企事业单位防范风险、规范权力运行的重要方式；是提高财务报表真

实性和会计记录可靠性的重要保障；是保证企事业单位财产安全、促进其健康发

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内部控制的有效与否成为评判一个单位是否良好发展的重

要依据。

在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行政事业单位作为具体社会职能的实施者，

还承担着维护公共利益责任，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与实施情况不仅关系着单位

自身的经济活动，还关系着公共服务的效率与效果。在新时代国家建设的要求下，

为了更好地发挥行政事业单位的职能，从 2012 年开始，我国财政部相继出台了

一系列内部控制规章制度。其中，2012 年颁布 2014 年全面施行的《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 号，以下简称《规范》）是现阶段

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制定内部控制制度的依据，这一文件也为我国各类行政事业单

位建立内部控制提供了根本遵循。《规范》施行一年后，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全

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2015]24 号），对行政

事业单位如何建立内部控制进行指导，要求我国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内控。

2017 年，为了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内控，财政部印发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报告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财会[2017]1 号），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编报工作的组织、编制与报送、使用以及监督与检查做了详细的规定，要求各个

行政事业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出相应的内部控制实施细则。2018 年，财政部

全面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要求各行政事业单位对上年度内

部控制情况进行报送，根据上报结果，对各单位内部控制情况进行汇总整理分析，

将分析结果在财政部网站上公布。2021 年，财政部印发的《会计改革与发展“十

四五”规划纲要》（财会[2021]27 号）中明确提出了我国企事业单位根据内外

部环境的变化修订和完善内控体系的要求，强化各类主体建立并有效实施内控的

责任，国家对内控进行政策指导，并对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由此可见，

国家已经把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对于各级行政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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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又快又好实施内部控制工作是各单位如今内部控

制工作的重点。

S电视台是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的文化类事业单位，因其特殊性，在运行模式、

宗旨方面与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差异较大。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移动视频的快速发

展给传统电视台造成了巨大的冲击，S电视台也向融媒体、移动电视、微信视频

号等新型业务推进，整个行业处于变革升级的关键时期。为适应外部变化和监管

要求，S电视台在 2012 年制定了内部控制手册，并从 2014 年起向财政厅报送内

部控制情况，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应考虑其特殊性量身定做适合于电

视台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促进管理体系的完善，同时可以降低运行风险，提升

会计信息质量。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建立科学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模型，对加强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促进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内控有效

性评价模型大都是参照企业来建立的，缺乏自身的特殊性。文化类事业单位的内

部控制有效性体系建设尚处在探索阶段，本文通过对案例单位 S电视台实地调研，

对其内部控制现状进行了解，分析 S电视台建立内控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

性，在此基础上以《规范》为基本框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用于电视台及监管

部门对内部控制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评价，起到“以评促建”的作用，进一步

提高电视台内部管理水平，丰富我国公益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

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电视台作为我国文化事业单位的典型代表，一直承担着宣传党政方针和路线，

引导正确社会舆论导向，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职责，因此，有必要对其内部控制

情况进行研究。为了使各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财政部于 2012 年

制定出台了《规范》，对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内控进行指导，提供建设依据，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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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各行政事业单位 2016 年年底前完成本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然而，《规

范》的出台并不能解决我国纷繁复杂、种类各异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问题，

因此，本文对文化事业单位 S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研究，不但可以弥补我

国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理论体系的不足，还可以为同行业的单位提供借鉴。

（2）实践意义

内部控制是各类单位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研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可以帮

助单位尽早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时改进调整，帮助单位在实现目标的基础上更好

发展。本文以 S电视台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内部控制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设计

了一套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指标体系的运用，发现 S电视台内

部控制在设计和运行环节的缺陷，针对发现的缺陷提出完善内部控制的建议，从

而使得单位内控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保证了单位在遵循法律法规前提下的

正常运转，同时给监管部门进行内部控制评价提供一定的参考。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研究普遍比我国早，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厚。

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发现，国外专家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内部控制进行了探

索。

（1）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研究

全球各国中，最早重视并开始研究政府内部控制的是美国。早在 1789 年美

国发布了《1789 法案》第一次将内部控制写入法案并对其进行立法。该法案指

出内部控制是依据管控政府部门内部组织的会计系统而建立起来的，首次对内部

控制的对象和政府部门实施内部控制的手段进行阐述。1921 年美国将负责内部

控制和监督的机构进行了调整，将其交由新成立的审计总署负责。自此，美国审

计总署开始了对内部控制的持续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调整，其他国家的许

多学者也基于此对政府部门内部控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与研究。

Friedberg（2001）认为政府部门开展内部控制的意义在于监督其相关工作，

提高工作效率，而实行内部控制的要义就是在政府部门建立问责机制，对政府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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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责任的履行效果进行监督。Hermanson（2002）认为政府部门建立内部控制是

为了加强对资金的管理，防止舞弊行为的发生。为了达到内部控制的目的，使政

府部门的账务与实际情况相符就必须加强关键环节的控制，建立问责制度来制约

和规范各项行为。Judith Kraines（1999）指出，由于政府部门地位的超然导致

它没有和企业那样具有竞争对手，在行使权利过程中带来的损失最终由公众承担，

而内部控制制度则能够减少这种损失，对政府行使权利起到制约作用，在这种情

况下，政府部门往往对忽视内部控制。Tommie Singleton（2002）指出，美国对

地方政府的内部控制研究较少，仅对其内部控制的原则目标等进行了浅显的研究，

范围也不够大。Graves,Sharron M（2013）认为地方政府由于管理意识的薄弱和

监督力度不够，内部控制存在着杂乱无章和信息滞后等多种问题。Edward Caney

（2009）对美国政府部门内部控制体系梳理后发现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内部控制有

一定的联系，强调在建立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时候可以借鉴企业的经验。Huefner

（2011）分析了纽约乡镇的内控审计结果后发现现金活动中存在预算不合理，收

支把控不严格的缺陷，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有必要改进各乡镇的内部控制体系。

Calderon,Thomas G（2012）基于风险角度，比较政府部门内控的重要性，通过

对 127 个不同规模的政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尽管大型政府的内部组织机构和面

临的环境更为错综复杂，但面临的风险和小型政府是一样的，并没有因此而增加。

Reginato（2011）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影响推动了新公共财政管理的开展，由

此引发了内部控制工具的运用。此时的内部控制并非是简单地遵循规则，而是将

财务信息对市民进行提供，以此来向公众说明政府取得的成果以及相关资源的使

用情况，可见意大利当时的内部控制已经出现了外部问责的倾向。Yumiwati 和

Rizaldi（2015）认为由于内部控制系统中控制环境的缺陷，印度尼西亚政府面

临着财务管理上更加高效透明的政府治理问题。Baltaci 和 Yilmaz（2006）以多

个国家和地区政府部门为研究对象，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发现政府治理失

效的原因是由于内部控制的不完善。指出内部控制可以规范权利，遏制违规腐败

行为的发生，改善政府受托责任的履行。

（2）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

Sharron（2003）认为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的关键

因素，要保证内部控制有效就必须进行内控体系的建设，这不仅是会计师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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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责任，更是管理层的责任。自我评估是内部控制运行中的重要一环，必须予

以重视，来确保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两方面均有效。Candreva（2006）通过对美

国政府部门的内部控制实践进行分析，发现尽管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但是不能

做到监督和有效性评估，内部控制的运行情况不尽人意。Rendon（2016）选取美

国国防部发生的采购欺诈事件作为研究样本进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

的研究，结果发现在供应商的选择、合同的管理上更容易发生欺诈行为，在内控

环境、控制活动和监督环节均有涉及，提出了从合同入手对合同流程进行管控和

改进来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Lansiluoto（2017）认为单位内部控制的各组成

元素都是独立主体，主张在现有的管理模式下提高各个元素的内控水平就可以提

高单位的内部控制有效性。

（3）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研究

内部控制评价最早出现在《财务报告》一文中，1929 年由美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提出，它强调内控系统的检查结果直接影响内控有效性的评价，确定了评估

内控有效性时研究规模的选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内部控制——整合框架》

对内部控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为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提供了依据。1995

年加拿大《控制指南》将目的、承诺、能力、监控和学习四项基本内容和运营的

效率效果、内外部报告的可靠性以及法律法规的遵循情况三项运营目标作为评价

行政事业单位内控有效性的指标。

Fletcher Stephen M（1993）在对州政府内部控制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时

分为四个步骤。步骤一主要是对工作计划工作内容以及所要达到目标的初步识

别；步骤二对整个内部控制过程进行评估，分析可能出现问题的环节；步骤三

是审查单位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有无遗漏之处；步骤四是检查单位

内部控制的实施结果，对发现的问题予以纠正，从而提高内部控制的效果。爱

德华·卡尼等（2009）提出组织建立内部控制是为了保证相关目标的实现，所

采取的手段就是制定一系列程序和方法并将其运用到组织的行为活动中。对于

行政事业单位来说，建立内部控制并对其进行有效性评价是保护资产安全、防

止权力滥用和贪腐行为的重要手段。Graves（2003）提出可以采用 CSA 技术进

行自我评价，运用该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强化单位的控制环境。Simona（2012）

通过评价罗马尼亚政府的内部控制发现由于内部审计的缺失，其公共收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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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严重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导致财务风险加大，提出罗马尼亚政府要想实现

内部控制目标就必须从风险管理角度对内部控制进行持续监管，定期对内部控

制效果进行评价。意大利的 Reginato（2011）以地方财政管理工作为具体研究

案例，使用构建的评价模型对内控情况进行评价，最终发现内部控制的效果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Ricardo（2018）以 COSO 基本框架为原理构建了成熟度模

式下评价政府机构内部环境的方式，并选取三家政府单位对其适用性进行验证。

Pvirwanti L（2018）对巴图政府预算控制情况进行定性分析后，发现其内部控

制在控制环境、控制活动、风险评估、信息与沟通还有监督方面都存在一定的

问题。

1.3.2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于行政事业内部控制的研究要晚于西方学者，其主要也是借鉴西

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规范》实施以来，学者们纷纷加强了行政事业单位

内部控制建设方面的研究，至今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1）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研究

王光远（2006）提出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存在内控理念错误、忽视对风险的评

估、内外部监督不匹配、过于重视外部监督等 10 方面的问题，主张我国政府在

推动和建设行政事业内部控制的进程中应当借鉴美国政府的经验。张庆龙（2011）

从公共受托责任视角来认识政府部门内部控制，提出行政事业单位代表公众履行

公共责任，但由于外部监督机制下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存在会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

选择问题，从而需要加强内部控制的建设，从内部控制入手进行政府治理。同时

他还指出内部控制主要强调单位内部信息的真实性，可以实现对完整性的保障。

杨晓华（2010）指出，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控问题具体体现在财务会计基础工作

上，他指出要从增强内控意识、增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会计核算、完善内控制

度、加强预算管理、实施动态监管、借助外部监督力量、实行领导审批和账目公

开制度八个方面来加强内部控制。梁步腾（2012）认为，应当从我国国情出发来

制定各级政府部门内控规范，符合有利于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长效提供公共服务

的实际情况，在吸收现行财务规定的基础上体现行政事业单位的特点，反映内部

控制的重点和主线。在构建的时候以财务会计为主线，对各行政事业单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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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问题做出规范，以实现有效的控制为目的。刘永泽、唐大鹏（2013）认为行

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是在单位领导人牵头实施下，单位内部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

对风险进行管控而实现单位目标的动态过程，其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在

经济活动中加以应用来实现管控。此外，他还指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以各个

层级的政府部门作为分析对象，重点关注的是分解后的政府职能履行情况。田祥

宇、王鹏等（2013）对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特征进行了详尽细致分

析。首先探讨了其内部控制的中国特色，其次从运营目标、预算管理出发总结了

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方面的不同点，最后阐述了内部

控制与外部监督的关系。指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应从内部控制

制度构建、组织层面内控建设、单位标准的业务流程三个层面入手。曹宇（2014）

认为由于公共部门的特殊性，我国政府部门内部控制从意识和建设上都比较落后，

高层管理者对内控认识不足，财务管理混乱，内部监督与考核机制不到位。政府

部门的内部控制滞后于企业的内部控制，可以借鉴 COSO 框架对政府部门内部控

制进行改进。陈留平（2015）通过对某市 130 家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展开问卷

调查，了解到单位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但在执行的过程中效果不好，

普遍存在风险意识不强的缺点，针对分析结果给出了提高内部控制的建议。李英

（2015）认为不同行政事业单位由于其职责和工作性质内容方面的差别，在建立

本单位内部控制的时候不应机械照搬《规定》的内容，但总体上仍应以高效履职

和预防贪腐为首要目标。提出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数量多实际情况差异大的情况

下需要依靠各级主管部门推动内部控制建设。唐大鹏（2017）在总结了财政部关

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政策和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创新地提出了预算分

权视角下的内部控制框架，进一步论证了内部控制体系中预算分权控制和业务流

程控制的科学性。

（2）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

唐大鹏（2015）在论证了国家审计与行政事业内部控制的关联之后提出国家

审计是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外部推动因素，可以通过优化单位组织结

构、优化业务流程管控和公开评价与监督信息三个方面来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云虹（2017）认为要使政府部门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必须从定

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测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此外，还要强化政府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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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部门对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监督，进而有利于政府部门内部控制主体对薄弱环

节采取措施，达到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目的。邬光耀（2018）认为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目标相较于企业更侧重于合法合规，其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主要因

素有单位的内部环境和单位运行中的风险评估两方面。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内

部控制有效性问题上，周秋旭和杨璇（2015）从信息披露视角构建了一个包含注

册会计师是内部审计、监管部门内控评价以及自我评价三位一体的评价模式。陈

艳（2015）认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检验时要以评价目标为导向，评价

目标的实现与否直接影响着内部控制的有效与否。唐洋（2019）认为行政事业单

位的内部控制运行效果的好坏取决于内部审计质量。朱虹（2021）从我国政府部

门以人为本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理念出发，分析了当前政府部门内部控制有效性的

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了提升政府部门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路径选择。

（3）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研究

刘永泽、张亮（2012）认为对政府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就需要建立一

套有效的政府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张庆龙（2012）认为评价行政事业单位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依赖于健全的内部控制系统和良好的运行机制，指出监督活动对

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起到重要作用，是进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

的重要环节。唐大鹏（2015）认为要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就要从

单位和业务两方面进行。单位层面内控有效性主要从组织架构、关键岗位、运行

机制几个方面来评价，业务层面内控有效性则主要从具体业务活动引起资金流的

关键控制点来评价。陈艳（2015）将内部控制的目标与单位和业务层级结合起来，

认为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单位和业务层面内控设计和运行，主张从目标导向下对各

项业务流程设计内部控制，形成一套从目标到具体措施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

标体系。潘琰（2017）通过设计内部控制评价指数来构建出了一套行政事业单位

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评价体系，选取三甲综合医院将该指标体系进行应用，确定

出评价等级并根据评价结果提出建议。唐洋（2019）认为对行政事业单位来说，

构建完善的内控评价体系可以督促其经济活动合法合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国有

资产的安全。在遵循全面性、科学性、重要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原则的基础上

从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筛选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指标，并通过问卷调查将初筛

指标进行二次筛选，剔除交叉重叠和不适用指标后构建起了一套指标体系并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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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应用，最终得到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具体得分。龙欣欣（2020）

通过对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分析，比较了三种不同内部控制评价

模式的优劣后将 PDCA 循环理论应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将行政事业单位

基础评价表中的有关指标和其他学者提出的评价指标结合，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行

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综合评价体系。李林（2021）从问题视角出发来论述

建立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意义，并据此提出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评价

指标体系时需明确评价对象、细化评价内容，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于评价

结果，要做到有效利用，这样才能实现单位内部控制目标。

1.3.3 文献述评

前文通过对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文献梳理后发现，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

控制、内部控制有效性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研究均经历了由国外到国内、由

理论到实践的发展阶段，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内部控制的建设、评价指标选取、

模型构建等方面。国外开展内部控制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较早，至今已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对我国来说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和国外相比，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才处于起步阶段，

主要是进入二十一世纪才认识到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重要性。从

《规范》的发布执行到现在仅十年时间，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从理

论和实践方面均需要完善。以往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大多集

中在理论层面，从实践出发来研究的相对较少。自从《规范》实施以来，我国

学者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开始从理论转向实践，尽管如此，

学者们的研究大多还是以 COSO 内部控制五要素为基本框架，将规范的内容嵌

入到 COSO 框架中，很少有学者直接参照《规范》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报告》来进行研究。学者们在将内部控制评价模型应用于具体案例单位时，主

要集中在高校、税务局、公立医院等行政事业单位，而对于宣传党政方针的文

化类事业单位却没有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选取文化类事业单位 S电视台为案例单位，依据我国出台的《规范》和《行政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来选取指标，构建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并

根据评价结果对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以期促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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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业更好地发展。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1.4.1 研究内容

在充分研究国内外学者在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评价及指标体系的文献及

案例的基础上，对 S电视台的组织结构和内部控制现状进行梳理，通过 S电视台

官网以及实地调查法获取所需的数据，依据财政部颁发的《规范》框架选取 S

电视台内控评价指标，探索构建内控评价指标体系，并将构建的体系运用到 S

电视台对现阶段的内控有效性进行评价，发现其中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

改进建议。本文拟分为 6个部分展开研究，其中：

第一部分：绪论。本章从研究背景出发，说明文章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

的具体内容和所采取的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首先，对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内

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概念做出界定。在此基础上，对内部控制理论、委托代理理

论主要内容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案例介绍。首先介绍 S电视台的概况，然后从单位和业务层面对

内部控制的相关情况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构建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

体系的必要性。

第四部分：针对 S电视台构建内控有效性评价体系。根据《规范》，在遵循

全面性、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层次性原则的基础上从单位和业务两个层面选取二

级指标，将每个二级指标分解成若干个具体的三级指标，并对每个三级指标及其

具体评价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是进行内控有效性评价的依据。通过向专家询问

和查看事务所出具内部审计报告的经验做法设计内控有效性的评价标准。

第五部分：S 电视台内控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本部分依据第四部分

构建的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向有关专家及电视台内部人员发放问卷。运用

层次分析法确定同一层级中各个指标的权重，选用模糊综合评价法从单位层面和

业务层面对 S电视台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将两个层面的评价结果按照各

自的权重进行计算，进而得出 S电视台内控有效性的综合结论，依据得分情况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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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两个层面的评价结果进行具体分析，最后有针对地提出改进

的建议。

第六部分：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文研究框架如下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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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选取

图 1.1 研究框架图

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案例介绍

S电视台基本情况

相关概念界定 理论基础

构建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

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S 电视台内部控制现状

状

评价标准

提出改进建议

绪论

S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应用

构建原则

分析评价结果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结论与不足

确定评价指标权

重权重

确定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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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本文利用知网资源查询国内外相关文献数据，对内部控

制、内部控制有效性及评价相关理论深入阅读，从中国政府网获取我国对于企事

业单位内部控制政策规范，对我国现行体制下的政策规范进行梳理，为本文的研

究打下基础。

（2）案例分析法。在对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案例单位 S 电视台，

通过走访了解案例单位的内部控制现状，并以《规范》为参考来选取评价指标，

构建出适合 S电视台的内控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该指标体系对 S电视台内

控情况进行评价，发现内部控制有效性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改进建议，以期优化

案例单位的内部控制活动。

（3）实地调查法。本文在获取所需研究资料时，通过在案例单位财务资产

部实习，和有关人员交流，掌握电视台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对内部人员所提供

的信息进行分析整理，运用到文章的研究中去。

（4）问卷调查法。在确定指标权重时，本文通过向专家发放问卷来量化权

重；在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时，本文通过向案例单位有关人员及专家发放问卷，

并对问卷结果进行整理，从而得出客观公允的综合性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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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组织在经营过程中，为了防范各种风险，实现既定目标而制定和

实施的一系列方法和程序。内部控制表现为一种制衡机制，其设计和执行情况不

仅可以反映公司防范风险的能力，还可以反映企业的治理能力。

内部控制的最初形式是公司内部的牵制系统。1912 年蒙哥马利认为如果公

司存在运行良好的内部牵制系统，审计人员无须实施复杂的审计程序，可以利用

内部控制测试的结果来确定实施的测试。1939 年，内部控制第一次出现在美国

会计师协会和民间审计组织内，此时的内部控制主要是基于行为人层面的控制。

1958 年，内部控制被分为管理控制和会计控制，其责任范围限定为依据会计制

度进行审计。1988 年，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将内部控制具体化为可以提高防范

企业风险、企业经营效率、满足企业目标的一种制度，同时将控制环境作为内部

控制的组成部分。1992 年，COSO 委员会颁布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提出内

部控制五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指出内部

控制是全员参与企业保证其实现经营目标、合规目标、财务报告目标的流程。2003

年，COSO 委员会将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组合在一起，颁布《企业风险管理整合

框架》，在原有的五要素基础上增加事项识别、目标制定与风险分析，形成较为

完整的八要素内部控制框架。2008 年，我国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指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以及全体员

工参与并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2017 年，COSO 委员会颁布了新版企

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强调了风险与价值的整合，是内部控制理论的丰富。

2.1.2 内部控制有效性

内部控制有效性是企业内部控制能够为其实现既定的目标提供的保证程度，

包括设计上的有效性和运行上的有效性两方面的内容，只有设计有效并且得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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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运行的内部控制才是有效的，任何一方面出了问题，企业整个内部控制就是无

效的。内控设计的有效性是指企业在制定内部控制时，依据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

自身特色以科学合理的程序来制定，具有可操作性，能够保证其实现既定目标。

内控执行的有效性是指设计好的内控在企业中得到了一贯执行，经过测试，内控

运行有效。必须先有设计的有效性，才有运行的有效性，任何设计完美的内部控

制如果不能得到执行，那么有效性就不能保证。只有设计有效的内部控制并得以

执行，企业才能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保证合规目标、资产目标、经

营目标、报告目标和战略目标的实现。

2.1.3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是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等相关责任主体对内控控制

设计和运行两方面的有效性做出评价的过程。要对内控有效性做出评价，必须要

有评价主体、评价对象和评价过程。其中评价主体可以是董事会，也可以是审计

委员会及其类似权力机构，评价对象就是内部控制在设计和运行方面的有效性，

而评价过程则是由准备、实施、出具评价报告并予以反馈三阶段组成的一个动态

链条。企业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价的产品是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评价报告

中应当指出评价过程中发现的处在潜藏期未被控制的风险领域，内控设计上的缺

陷以及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时可以从流程角度、结果

角度、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角度还有控制风险角度进行，一般情况下，内控越有

效，则表明流程完善、结果良好、设计和执行更加有效、风险更小。根据《行政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行政事业单位主要从单位和业务两个层面对

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每个层面根据具体的业务进行详细划分，依据一定的

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对划分的具体业务进行评价，然后形成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

制有效性评价报告，针对内部控制缺陷提出改进建议。

2.2 理论基础

2.2.1 内部控制理论

内部控制理论最先开始于二十世纪的美国。当时，为了解决公众与审计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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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期望差距问题，美国反舞弊委员会联合会计审计协会共同成立发起人委员会

即 COSO 委员会，致力于通过提升公司的内部控制来保证财务信息质量。1992 年

COSO 委员会发布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被各国广泛采用，标志着内部控制

进入了新的阶段。《框架》中内部控制包含控制目标、控制主体、控制客体和控

制内容四个层次，并对这四个层次做了详细说明。此后，COSO 委员会又对《框

架》进行了整合更新，以满足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

我国政府在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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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内部控制五要素做了详细具体的规定。COSO

框架对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012 年，国家针对

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颁布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这标

志着我国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管理的重视。《规范》指出，行政事业单位要

从单位和业务两个方面建立内部控制制度，通过制度和规范来制约权力，有效防

范腐败，预防舞弊，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效果。单位层面主要通过设置

内部控制机构、内部监督部门、集体议事决策机制、设置关键岗位、人员任职资

格等方面加强内控；业务层面主要是对预算、采购、收支、资产、建设项目、合

同六大业务板块的处理流程上来加强内控。

2.2.2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情况下的产物，属于契约理论的组成

部分，以博弈论为理论前提。所有的委托代理关系都存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契

约的不完备，而内部控制存在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弥合这一不完备性。随着市场

经济的发展和经营范围的扩大，所有者没有过多的精力参与全部的管理，而为了

在市场的发展中使自己的企业能够参与社会分工，就以保留所有权的形式将自己

的企业委托给职业经营者（即受托人）来管理，这个时候所有权和经营权就分离

了。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强调人民当家做主。在行政事业单位的委托代

理关系中，人民是公共资源公共资产的所有者，人民通过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代表大会并不直接行使管理权，而是委托给各级行政事业单位，行政事业单

位和人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国家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行政事业单位的所

有权归国家所有，经营权具体体现为领导干部的工作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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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与其职能部门之间，职能部门与参与工作的具体人员之间

都存在普遍的委托代理关系，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形成约束监管机制，对单位内

部的委托者和受托者双方起到监管作用，以保证双方利益最大化。不论是企业单

位还是行政事业单位，委托代理关系都离不开内部控制的建设。对企业来说，表

现为受托人职位的提升和更多的报酬，而对于行政事业单位来说，大多情况下则

表现为法律法规方面的约束，要求受托人依规定办事，不得在没有权限的情况下

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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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介绍

3.1 S 电视台基本情况

S 电视台始建于 1970 年 10 月 3日，是 G省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省级电视台。

2004 年 12 月 16 日，S电视台挂牌成立，2008 年 11 月，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G省机构改革方案》，在原电影电视基础上更名为 S电视

台，电影电视业务相分离，由新闻广电出版局管理调整为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

机构规格为正厅级，归口省委宣传部领导。S 电视台总占地面积 80 亩，建筑面

积 3.3 万平方米。S电视台是 G省意识形态阵地，以广播为核心业务，以新闻传

播和创意繁荣为重点，S电视台正逐步成为全省多渠道、多产品、多层次的综合

性媒体集团，为加快 G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S电视台继续整合、

提升和优化内容、渠道、平台、运营、管理机制，加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

提高媒体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升移动媒体产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应对媒体

挑战。

S 电视台内设 30 个机构，具体为：党政办公室、总编室、技术部、人力资

源部、财务资产部、安全保卫部、监察室、广播新闻中心、电视新闻中心、节目

中心、制作中心、播控中心、节目研发中心、广告经营管理中心、影视剧管理中

心、新闻综合广播、都市调频广播、交通广播、经济广播、青少广播、农村广播、

电视新闻综合频道、电视经济频道、电视文化影视频道、电视公共频道、电视都

市频道、电视少儿频道、省音像资料馆、网络广播电视台、后勤服务中心。下辖

甘肃卫视、经济、文化影视、公共应急、都市、少儿以及证券服务、数字移动 8

套电视频道，新闻综合、都市调频、交通、经济、青少、农村 6 套广播频率，

拥有 IPTV、丝路明珠网等网络视听新媒体平台。

3.2 S 电视台内部控制现状

2012 年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控规范发布以来，S电视台积极开展了内控体系

建设工作，遵循全面性、重要性、制衡性、适应性的原则，在梳理电视台各项业

务流程后，从单位和业务两个层面进行内部控制的建设，制定了内部控制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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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给每一位员工，并督促认真执行。

3.2.1 单位层面的控制现状

单位层面的控制是整个内部控制的基础，主要解决的是内部控制的环境，掌

控着内部控制的基调和方向。如组织结构、运行体系和监督机制等。S电视台按

照相关规定，明确内控的牵头部门，不断完善组织结构，推进单位内部各项工作

规范有序开展。

（1）组织控制现状

S电视台采用扁平化的管理模式，设有 14 个职能部门和 16 个节目部门，职

能部门和节目部门处于相互平行的层级，各部门间职责权限划分明确，有相应的

规章制度进行规范。职能部门和节目部门之上设置领导班子对内控的建设和执行

进行牵头，由党政办公室、财务资产部、监察室、人力资源部四个部门主导，制

定各项内部控制制度，对单位职员进行内部控制培训。同时，实行分管台领导责

任制，各职能部门和节目部门的日常业务均有一位领导进行分管。电视台实行台

长负责制下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议事决策机制，对于台内发生的重要重大事项，

非常规事项等特殊事项在听取员工意见的基础上进行专家论证和研究讨论，必要

时通过技术咨询后交由全体领导班子和相关成员共同决定。

（2）制度控制现状

经过多年的发展，S电视台结合自身特点，已经形成了一套内部控制制度，

汇总成《S电视台规章制度》发放到每一位员工的手中，具体有：电视台岗位职

责规定、印章管理规定、档案管理规定、采购管理规定、出租车费用报销规定、

差旅费管理规定、财务管理办法、广告费用管理办法。该制度是在国务院、财政

部等部门颁发的当前正在频繁使用的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实

际情况制定的。

（3）人员控制现状

S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由编制内正式人员、合同聘用人员、劳务派遣人员组成。

工作人员总数 1360 人，其中编制内人员 617 人，占总人数的 45%。财务人员 43

人，中级会计师以上 18 人，超过半数的财务人员年龄在四十岁以上，具有财务

背景的工作人员不到一半，可见财务人员的总体素质有待提高。对于处于内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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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岗位的人员，实行满 3年轮换的制度，降低舞弊发生的可能性。监察室对各项

经济业务定期检查，以便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落实岗位职责分离，不相容职位

分离，配备有专业资格和能力的人员担任关键岗位，加强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

育。

（4）信息系统控制现状

在信息系统控制方面，S电视台依托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引入了 OA 办公系统、

NC 账务管理系统、广告管理系统、财政集中支付系统、金税系统、国有资产管

理系统，对各类信息系统实行归口管理，将各项活动嵌入信息系统中，通过授予

不同人员操作权限的方式来减少人为因素，加强单位内部控制。S电视台的多数

业务是基于账务系统而展开的，每一笔账务的处理和变更都有迹可寻，但并未建

立社保系统，从财务系统查询单位职工的社保信息增加了财务人员的工作量，且

不能很好地做到不同部门间职责的相互分离。S电视台虽然建立了各项信息系统，

但在实际应用中并未取得一定的规模效应，只是简单的将各类数据录入信息系统，

并未依托现代化高科技进行大数据的分析和预测，距离信息系统有效使用发挥出

应有的内部控制效用还有一定的距离。

3.2.2 业务层面的控制现状

业务层面的控制主要是指直接作用于单位经营活动业务的控制，在业务层面

的控制上，以资金活动线为重点来控制。S电视台业务层面主要包括预算业务、

收支业务、政府采购业务、资产业务、建设项目、合同管理六个方面。

（1）预算业务控制现状

为了合理利用各项资源，提高其配置和使用效率，S电视台在遵循法律法规

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的特色制定了一套预算管理体系。S电视台在财务资产部下

设预算科，专门负责本单位年度预算的编报和整理工作。流程包括：预算编制、

预算批复、预算执行、年终决算和预算绩效评价。

对于预算编制，由各部门综合科室上报年度预算用款情况，预算科人员根据

部门预算单汇总本单位预算，编制单位年度预算表。对于预算批复，预算科编制

的预算汇总表先报财务资产部主任审批，审批后经分管台领导签字后方可执行。

对于预算执行，关注执行进度，按期召开会议，分析实际执行和预算的差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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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发现问题并予以纠正。对于年终决算，属于预算业务的关键节点，主要进行

决算报表的编制与审核，报表的报送与审核，按部门分析决算报表。对于预算绩

效评价，根据年度决算报表，S电视台编制年度预算绩效情况评价表，采用目标

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对总体绩效进行评价。

（2）收支业务控制现状

S电视台财务资产部承担内部控制中的收支业务控制，具体来说，财务资产

部下设会计科和结算科，会计科负责支出业务的核算与记录，结算科负责收款业

务的核算与记录，按照不相容岗位相分离的原则合理设置收支岗位，严格按照“收

支两条线”进行管控。由具有高级会计职称的人担任主管会计，对各类收支业务

进行最终的审核。S电视台非税收入主要有广告收入和房屋出租收入。S电视台

的广告收入，按照规定统一上缴至财政非税收入专户，上缴后由财政厅开具非税

收入缴款收据；出租的房屋按照《国有资产出租管理暂行办法》进行管理，出租

收入由后勤部门指派专人收取，上缴后同样由财政厅开具收据。

S电视台使用国库集中支付方式进行支付管理，各个会计需要按照已经分解

的预算指标，进行每项活动的支付。付款时必须审核单据的完整性，业务活动的

真实性，经办人和部门领导有无审批，审核业务和付款业务的职责相分离。由支

付会计确定符合付款条件、资金充足、预算指标无误后在集中支付系统中提交支

付指令，具有审核权限的会计授权同意支付后提交银行进行款项的支付。

S电视台的支出控制主要在于授权与审批流程。S电视台按照支出性质将支

出分类为一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大类，一般支出主要有职工工资薪酬，水电费，

差旅费，办公费，公务车运行维护费等；项目支出主要有培训费，业务招待费，

设备维护费，劳务费，稿费，专用材料费等。不同的支出项目要求不同，报销单

据不同，审批流程也不同。各部门进行报销时须在财务资产部领取统一格式的报

销单据，依规填写报销事由和金额，附全部的证明文件，经办人签名确认事由，

部门负责人签字同意报销，由财务资产部的会计对经办人和部门负责人签字后的

单据逐笔进行审核，审核无误的单据根据金额和性质的不同提请会计主管签字同

意支付。

（3）政府采购业务控制现状

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在参照甘肃省财政厅发布的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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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限额标准后，S电视台制定了《S电视台内设机构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明确

规定了采购的标准以及公开招标的项目和限额标准。按照单项采购金额的大小，

分公开招标和非公开招标两种采购方式。货物或服务项目单项金额达到 200 万元

以上的，实施公开招标形式。单项金额未达到 200 万元及以上的特殊采购业务，

报经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采购。政府采购职能方面，由财务资

产部资产科归口管理采购活动，对采购的全过程进行监督；采购中心执行具体的

采购活动；基建中心负责大型基建项目的采购工作；各预算部门编制政府采购预

算；相关职能部门审核采购项目。

（4）资产控制现状

S电视台对资产实行分类管理。主要资产为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和固定资

产。对于货币资金，S电视台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是设立不相容岗位、实行转

账支付、鼓励使用公务卡支付。银行账户的开立、变更和撤销由专人负责办理。

在应收账款的管理上主要是每月及时核对当月新增，核销当月减少，年末与对

方单位沟通欠款情况，及时催收欠款。S电视台的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及其

建筑物、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新闻采访转播车辆、大型演播器材等，对固定

资产的管理上，主要由财务部资产科负责，从设备的购置入账到每年的账实核

对，已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及时计提折旧，报废的固定资产及时报经批准，同

时回收资产处置单并进行账务处理。

（5）建设项目控制现状

S 电视台纳入建设项目管理范围的主要为财政拨付资金投资的工程建设项

目，单位内部配套服务设施。为规范建设项目管理，S电视台结合本单位实际情

况，成立了基建科，归属于财务资产部，并制定了《S电视台建设项目管理制度》。

制度规定项目的立项必须编报《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进一步细

化具体实施方案，上报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招投标工作。所有的建设项目必须要

有立项招标、项目建设、竣工结算三个环节。项目建设完毕后需委托质量检测机

构进行质量检测，出具质量检测报告。对于总投资在 100 万元以上的项目，项目

编报单位需组织专家论证并形成《专家论证意见书》。所有项目当年下达年度批

复预算后原则上不再进行调整。

（6）合同管理控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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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加强项目的合同管理，S 电视台结合以前的合同审批办法，于

2018 年进重新修订了《S电视台合同管理办法（修订）》，从合同的谈判、缔约、

审批、付款到验收考核，从全流程进行管理。合同经办部门承担合同签订和履行

的主要责任，具体有：起草合同文本，确定合同经办人，对合作商进行资质调查，

全流程跟踪合同的执行情况。财务资产部付款时对合同价款付款方式领导审批事

项进行审核。已经执行完毕的合同留存三份，一份业务部门留存，一份财务资产

部留存，一份交由党政办公室档案科存档。单位签订的合同是具有保密性的，在

没有得到单位批准前，所接触到合同的人员对其内容进行保密，不得私自泄露合

同内容。

3.3 构建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

对于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情况，S电视台并未构建科学完整的评价指标体

系，仅仅是每期末对于运行结果做出评价，主观性很大，评价结果缺乏客观性。

多数情况下，S电视台的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是由合作的事务所来完成的，本单位

人员在评价工作中参与程度和发挥的作用有限，而相较于内部人员，外部力量在

认识和了解 S电视台具体业务情况方面局限性很大，不利于评价工作的展开。因

此，S电视台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来为单位

的内部控制和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构建 S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评价指标更具单位特色。因 S电视台特殊的单位性质，不能完全照搬

《规范》所规定的内容来评价，其他行政事业单位评价体系的参考性受到一定的

限制，因此，在评价指标的选取上，应针对单位特色从实际情况出发选取更符合

本单位的指标。

（2）为单位进行内控评价提供依据。电视台以往的内控评价工作是由合作

的事务所来完成的，事务所人员没有本单位人员了解内部情况，在对内部控制进

行评价时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此外，由事务所评价时会支付一定的费用，增加

了电视台的运行成本。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套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以供

电视台内部审计部门评价内控工作。

（3）提高全员参与评价的积极性。为了使评价结果能真实反映电视台内部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S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研究

24

控制设计和运行两个方面的有效性，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要符合单位实际情况，

覆盖到各项有风险点的业务活动。可以通过调动全员来参与评价，这样职工可以

全面深入了解本单位的内控，进而提高对内控的重视程度。通过对评价结果进行

分析，改进存在缺陷的地方，使内控更好的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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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4.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

在构建电视台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时，为了保证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适

应性，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构建原则对内控评价工作提供指导作用，是评价指

标选取的依据和标准。依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要求和电

视台自身的特色，本文认为，在构建内控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时候，应当遵循

以下四个原则：

（1）全面性原则。由于内部控制不会单独存在，它贯穿于整个经济业务过

程，从一项事项的立项决策到执行和监督都需要控制，这就要求在建立内部控制

的过程中遵循全面性的原则。对 S电视台来说，要从单位和业务两个层面来选取

指标，对整个系统的内控进行全面评价。前者从总体上评价内控的牵头部门和建

设情况，后者是对单位具体业务活动的评价，二者共同保证了指标的全面性。

（2）科学性原则。任何指标的选取，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要遵循一定的原

则，符合实际情况。科学性原则就要求在构建内控评价指标体系的时候，充分考

虑 S电视台自身业务特点，做到每一指标都科学合理，能够真实用于评价 S电视

台内控有效情况，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具有科学性。

（3）可操作性原则。在构建 S电视台评价指标体系时，必须从人财物出发，

考虑到单位实际情况，选取贴合实际能够有效执行的指标，在保证成本效益的基

础上具有可操作性。具体体现在选取指标时概念清楚、容易理解，重点关注对单

位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降低执行难度。

（4）层次性原则。S 电视台作为党政领导下的文化事业单位，构建内控评

价指标体系时需参考《规范》的内容，从单位和业务两个层面来展开。因此，在

选取指标时，也要从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分别开展，体现出层次性原则。单位层

面主要关注电视台的组织架构、领导人对内控的重视、权力运行方式、风险评估

等情况，业务层面主要关注 S电视台各项具体业务节点，如预算执行情况、政府

采购情况、收入支出控制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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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在构建指标体系的时候，以财政部 2012 年发布的《规范》为基本框架，

结合 S电视台实际情况，来确定 S电视台内部控制评价的具体指标。建立指标评

价体系的过程中对指标进行划分层次，目标层为 S电视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将

单位和业务层面的控制作为一级指标，从一级指标出发选取出 13 个二级指标 40

个更为细化的三级指标共同构建起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4.2.1 单位层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设计

单位层面可以理解为整体层面，主要是内部控制要素的反映，立足于单位整

体，从宏观角度提出内部控制运行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单位层面的控制在目标

层上反映其内部控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组织机构的设置、制度的制定、工作的开

展、关键岗位和人员设计等均需在法律法规规范的范围内进行；同时在决策、风

险评估和监督指标的设计时突出了内部控制对权力的规范和贪腐行为进行防范

的要求，强调对权力进行分立制衡，体现了内控监督与制衡的本质。基于此，从

单位层面可以提取出 5个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是对二级指标的细化，从二级指标

出发，逐一提取出更加详细的 16 个三级指标。

（1）组织控制

组织控制是指单位为了实现既定的内控目标从机构设置、职责划分、制度设

计上来调节和管理。组织控制是一个单位内部控制的基础，奠定了单位内部控制

的基调。对于组织控制的评价，应该关注单位内部控制机构的设置及运行情况、

单位负责人的任职及对内控的重视和指导情况、关键岗位设置及人员轮岗情况、

内部监督部门的设置及运行情况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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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单位层面控制—组织控制三级指标构成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组织控制

内部控制机构的设

置及运行情况

是否设置内部控制部门作为单独的职能部门，内部控

制机构是否按照预期有效运行。

单位负责人的任职

及对内控的重视和

指导情况

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否担任内控及风险评估小组组长，

单位主要负责人对内控是否高度重视并对其进行指

导。

关键岗位设置及人

员轮岗情况

涉及单位人事、财务、审计等主要经济活动的内控关

键岗位人员配置如何，是否有相应的资质和专业胜任

能力，关键岗位人员是否进行定期轮岗。

内部监督部门的设

置及运行情况

是否设有内部监督部门，内部监督部门是否设有内部

审计、纪检监察等专职岗位，内部监督部门是否独立

于其他的职能业务部门。

（2）制度控制

制度控制是指单位通过制定内部控制制度和一系列相关的规章制度，来约束

单位经济业务活动、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形式。制度控制是规范单位权力运行、

各个部门人员岗位职责的重要方式，各类制度为单位业务活动的正常运转提供了

制度保障和法律依据。制度控制的建设对于单位平稳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对于制度控制的评价，应从集体决策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管理制度建设及落实

情况、内部监督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三个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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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单位层面控制—制度控制三级指标构成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制度控制

集体决策制度的建

设及落实情况

是否制定日常工作的制度规则，对于“三重一大”或涉

及的其他非常规重大事项，是否制定重大事项议事决策

机制，对于执行效果，是否追踪问效。

管理制度的建设及

落实情况

单位经济业务是否设有相应的管理制度，业务活动是否

严格依据相关制度执行。

内部监督制度的建

设及落实情况

单位是否建立明确的内部监督制度，内部监督制度在具

体工作中是否落实。

（3）人员控制

人员控制的控制对象是人，以单位对人员的需求为出发点，对人员的引入、

培训及考核建立一整套完整的机制进行控制。如果说组织控制和制度控制是一个

单位内部控制的框架的话，那么人员控制就是内部控制的主体和内容，人员控制

作为内部控制的核心要素而存在，对内部控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人员控制

的评价从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及落实情况、员工的后续教育及培训考核情况两个

方面展开。

表 4.3 单位层面控制—人员控制三级指标构成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人员控制

人力资源政策的

制定及落实情况

单位是否制定科学完备的人力资源政策，人员岗位设置

是否科学，各项政策是否得到落实。

员工的后续教育

及培训考核情况

对单位员工的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培训情况，是否开展

相关的专题培训，入职之后是否开展继续教育，绩效考

评机制是否完善，奖惩办法和晋升机制是否行之有效。

（4）信息系统控制

信息系统控制是指为了保证信息系统的安全，对信息系统及其内外部环境实

施的、对所有的应用具有普遍影响的控制措施。一般情况下，信息系统控制涉及

程序的设计开发、变更和数据访问以及运行维护等方面，单位对信息系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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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点关注会计信息系统建设和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建设两方面。会计信息系统的

建设主要关注单位是否依托信息系统对各项经济业务进行会计核算，前期数据是

否在系统中保存并得以查询；内部控制信息系统的建设主要关注信息系统是否可

以实现内控的管理，是否依据不同的业务类型设置了不相容岗位的操作权限，不

同业务工作人员是否设有不同的账号和密码；广告管理信息系统主要对各个业务

部门承接的广告播出情况和费用情况进行管理。信息系统控制从会计信息系统建

设及运行维护情况、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建设及运行情况、广告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及运行情况三个方面评价。

表 4.4 单位层面控制—信息系统控制三级指标构成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信息系统控制

会计信息系统的建

设及维护运行情况

单位是否建立会计信息系统，是否通过会计信息系

统对经济活动情况进行核算；信息系统是否包含预

算管理、收支管理、政府采购管理、资产管理、建

设项目管理、合同管理，是否按照预期对信息系统

进行运行维护。

内部控制信息系统

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单位信息系统中是否包含主要经济活动和内部控

制流程，系统中是否设置不相容岗位的独立账户和

密码，系统中是否设有不同数据的处理权限，信息

系统是否一贯运行。

广告管理信息系统

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单位是否建立广告管理信息系统，广告的管理是否

在信息系统中进行，已经播出的广告、打算播出的

广告是否录入系统，系统是否能够有效运行。

（5）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是指单位风险管理人员采取各种措施和方法，减少或者消灭识别到

风险的可能性的一种控制措施。常见的控制风险的措施有风险规避、风险转移、

损失控制。由于市场环境的复杂多变和经营环境的不可控性，单位在经营过程中

就不可避免得存在各种各样的风险，S电视台在经营过程中对于风险的评价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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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主要包括单位进行风险评估的风控部门或制度文件，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内容

及结果运用，对业务流程执行情况的风险评估，对管理制度的风险评估四方面的

内容。

表 4.5 单位层面控制—风险控制三级指标构成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风险控制

单位进行风险评估

的风控部门或制度

文件

是否明确实施风险评估的部门，有一定的组织机制或制

度文件。

风险评估的工作程

序内容及结果运用

是否明确了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工作内容并对风险评

估结果进行运用。

对业务流程执行情

况的风险评估

对现有业务的各项环节是否进行风险评估，是否对业务

的审批、岗位职责中的关键风险点进行识别。

对管理制度的风险

评估

对于制定的各项管理制度是否进行评估，分析并识别存

在的风险或问题。

4.2.2 业务层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设计

业务层面主要反映的是单位具体的业务活动，涉及预算、收支、政府采购、

资产、资产、建设、合同六大基本业务，而 S电视台因其特殊性，还涉及到广告

业务和新闻采访业务，在考虑业务层面指标设计的时候加入广告和新闻采访业务

更符合单位的实际情况。在八大业务活动的指标设计上，由于预算业务贯穿各项

业务活动的始终，因此在设计时要对其编制、审批、执行、调整、决算等环节格

外关注，逐一考虑其存在的风险点。从业务层面出发，共提取出 8个二级指标，

24 个三级指标。

（1）预算控制

预算控制是行政事业单位非常重要的一项控制活动，是资金支付的起点，为

了保证单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各项资金业务都需要纳入预算控制进行管理。单

位首先应建立预算业务管理制度，明确规定预算的编制方法与编制要求；其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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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预算业务流程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各个岗位的职责权限，做到不相容岗位相互

分离；最后对预算的具体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使预算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执行。

在预算控制中主要根据规定编制预算情况、预算批复与逐级审批情况、预算分解

执行情况、预算绩效评价情况、预算执行差异率五方面进行评价。

表 4.6 业务层面控制—预算业务控制三级指标构成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预 算 业 务

控制

根据规定编制

预算情况

单位预算的编制是否科学规范，与资金流动相关的内容是

否全部包含在预算中，政府采购和资产配置等大额资金预

算是否能够真实反映电视台收支计划

预算批复与逐

级审批情况

是否有专门机构、专人专岗进行审批管理，预算批复程序

是否合理；对于专业性较强的重大项目，是否有严格的审

核过程

预算分解执行

情况

单位是否按照批复的预算金额和范围安排资金的使用，实

际执行情况和预算有无差异，执行中的调整是否进行审

批，预算的执行有无监督机制

预算绩效评价

情况

单位是否进行预算绩效评价工作，决算口径是否与预算口

径一致，是否编制绩效评价报告并在部门间公示，预算执

行的结果是否纳入各部门和个人的奖励和惩罚范围

预算执行差异

率

预算执行差异率即年终决算数和年初预算数的差额与年

初预算数的比率，如果绝对值超过 5%，就要对产生差异的

原因进行分析

（2）收支控制

收支业务是单位经济活动中发生最频繁的一类业务，也是最容易发生舞弊和

差错的环节，因此行政事业单位必须将收支业务纳入内部控制，建立健全单位收

支业务内部管理制度，以文件制度的形式进行规范。合理设置与收支业务相关的

岗位，明确各个岗位的职责权限，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达到制衡的目的，细化

各项支出标准，明确报销流程。收支控制主要从广告收入归口管理情况、支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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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按照类别不同分类控制情况、会计人员定期对账及流程控制三个方面来评价。

在收支控制中，重点关注收入和支出的归口管理，银行账户的开立变更是否符合

相关规定，具体的管控措施是否涉及印章和票据的管理。

表 4.7 业务层面控制—收支业务控制三级指标构成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收支控制

广告收入归口

管理情况

是否建立收入归口管理制度，广告收入是否归口管理，收

费标准和收费项目是否符合规定，具体控制措施是否涉及

票据和印章的管控措施

支出事项分

类控制情况

是否建立健全的支出管理制度，不同项目的支出是否进行

分类控制，不同用途的资金审批程序是否规范，“三公经

费”支出是否控制在批复的预算额度内

会计人员定期

对账及流程控

制

对于收入和不同业务支出，会计人员是否经过严格审核，

从流程上加以控制，账实是否进行定期核对

（3）政府采购控制

政府采购是指政府部门在财政部门的监督下，按照法定程序，通过竞争从市

场上购买商品和服务，以确保政府日常运作和活动开展的行为，其实质是一种财

政监管下市场竞争机制内的活动。对于大多数单位，均以招标的方式进行政府采

购。采购活动与本单位的预算活动、支出、资产管理、合同管理等密切相关， 因

此，单位需要对采购活动进行内部控制，并对主要风险领域建立相应的控制措施。

采购活动包括提前制定采购计划、编制采购预算、确定采购方式、采购计划实施、

签订采购合同、组织验收和款项支付等方面的内容。在采购控制中，重点评价市

场调研及合作商选择情况、大型演播设备采购管理情况、采购和验收人员职责分

离情况、采购业务记录及档案归档情况四个方面。在对三级指标进行具体评价的

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采购计划的审批权限及其相关责任，大额采购申请的专项

评估和采购前期的市场调研，采购计划编制、实施和档案管里人员职责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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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业务层面控制—政府采购业务控制三级指标构成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政府采购控

制

市场调研及合

作商选择情况

对于政府采购项目，是否设有采购招投标领导小组，小组

是否进行前期市场调研，合作商的选择是否经过招投标程

序

大型演播设备

采购管理情况

大型演播设备的采购是否根据单位的实际情况提出采购

申请，进行采购预算工作，制定采购计划，履行采购审批

程序

采购和验收人

员职责分离情

况

采购验收管理制度是否完善，是否专设部门或专人对设备

进行验收，验收人员与采购人员是否分离，验收人员对合

同约定的事项是否逐一核对并提交验收报告

采购业务记录

及档案归档情

况

政府采购计划和采购预算、招投标文件、采购合同、验收

报告等业务资料是否妥善保管并及时归档，对政府采购业

务相关信息是否在进行分类整理并在部门间通报

（4）资产控制

资产控制是建立在一切与资金有关的活动和行为之上，既包括货币资金银行

存款等实物资产的管理又包括无形资产这类非实物资产的控制。资产安全和有效

使用直接关系着单位业务活动的正常运转，是单位内部控制的重要目标，因此单

位应根据不同资产类比对资产实行分类管理，完善资产管理制度。在资产控制中，

重点评价货币资金管理情况、应收账款管理情况、新闻采访专用设备管理情况、

资产的报废及处置管理情况四个方面。由于 S电视台的广告业务产生应收账款的

可能性比较大，因此对应收账款评价时还要评价合作商的信用评价，评估形成坏

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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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业务层面控制—资产业务控制三级指标构成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资产控制

货币资金管理

情况

单位出纳、稽核、收入、记账、档案保管人员是否做到职位

分离，财务专用章和个人名章是否由不同的人员保管，银行

账户的开立、变更、注销是否符合规定程序，对于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是否及时对账，对于不符事项是否及时查明原因并

跟进处理

应收账款管理

情况

对于各类应收账款是否进行分类管理，投放广告形成的应收

账款，是否有专人进行催收并持续跟进，以前年度确实无法

收回的应收账款是否按照法定程序及时进行处理

新闻采访专用

设备管理情况

对于新闻采访专用设备，从采购前是否提前编制预算，进行

采购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对设备的验收是否有专人负责

资产的报废及

处置管理情况

各项资产的报废是否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寿命期类提前报废

的资产和寿命期后报废的资产是否统计，分类已报废资产的

处置是否符合规定

（5）建设项目控制

建设项目一般是指单位的各种计划施工项目、正在施工项目、已经竣工项

目。单位的建设项目通常具有施工周期长、资金投入大的特点，涵盖了前期管

理、具体实施与完工交付三个方面。建设项目周期长和资金投入大的特点决定

了前期考察的重要性，项目立项前项目组应当对项目的开始到结束这一过程进

行可行性论证，论证通过的项目才能立项编制预算报上级部门审批。在建设项

目控制中，重点评价项目立项及方案审批情况、项目可行性论证及招标情况、

项目动工建设及变更情况、竣工决算及验收情况和项目款项支付管理情况五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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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业务层面控制—建设项目控制三级指标构成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建设项目

控制

项目立项及方

案审批情况

对于计划建设项目，单位是否设计方案并进行立项审批，各

项审批流程是否规范，手续是否完备

项目可行性论

证及招标情况

对于立项后项目的招投标是否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不存在串

通、暗箱操作的舞弊行为，标底编制和评标行为是否进行符

合规范

项目动工建设

及变更情况

是否对项目建设施工的全过程进行质量监管，严格把控已施

工项目质量，是否按照批复的资金和合同的约定结算价款，

支付资金；项目的变更是否先报经预算调整，变更部分是否

重新签订合同，与合作商的洽谈和变更设计是否经过严格的

审批审核，是否说明变更原因并向关联部门提交变更后的合

同版本

竣工决算及验

收情况

项目竣工后，是否及时进行合格验收，验收合格后，是否办

理资产的交付使用手续并按照规定对项目进行竣工决算

项目款项支付

管理情况

支付款项时是否严格按照合同签订内容进行支付，结算条款

和结算方式在合同中有无明确规定

（6）合同控制

合同是负有权利义务的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就各自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文字

的形式明确下来所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凭据，合同的签订以合作双方对各自的

履约责任达成一致为前提，合同条款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合同控制是单位内部

控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制度。合同是保留和记录经

济事项、明确各方责任的书面记录，合同的保全与否直接关系着有关各责任的追

究，针对合同管理单位应有与财务资产部的联动沟通机制，以实现和预算管理、

收支管理的结合。合同控制涵盖了合同控制中的职责分工、合同订立、履行、登

记归档和纠纷处理的全过程。在合同控制中应该具体评价合同订立与审批管理、

合同履行及监督审查机制和合同后续管理情况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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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业务层面控制—合同控制三级指标构成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合同控制

合同订立与审

批管理

是否对合同进行归口管理，是否有明确的订立合同的前提

条件，合同的订立是否有严格的审批制度，对于专业性较

强的合同，是否有专业人士参与合同的谈判，其意见是否

记录在合同中

合同履行及监

督审查机制

对已生效合同的履行是否合法合规并全过程监管，对存在

合同的补充、增加和变更等情况时是否进行严格审查，财

务部门对合同的审核和付款是否符合规范

合同后续管理

情况

对于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是否及时整理归档，对于履行合

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是否进行解决，对解决过程是否进行

记录

（7）广告业务控制

广告业务是电视台作为新闻媒体的一项经常性业务，广告收入在其他收入中

占比较大，广告业务的管理主要包括广告的承接登记、广告的播出和收费三个方

面的内容。S电视台必须依据广告法的规定承接和办理一切广告业务，严格审查

客户营业执照、单位证明等材料。对于关乎民生的医药类广告业务的承接尤为慎

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审查各级卫生部门的批复。广告的播出要履行相关的

审批手续，因审核不要播出虚假广告的对相关经办人进行适当的处罚。在广告业

务控制中应重点评价广告费率管理、播量进款管理、广告合规管理三个方面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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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业务层面控制—广告业务控制三级指标构成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广告业务控

制

广告费率管理

广告费率即广告经营成本占广告创收收入的比重，主要考

核单位职能部门是否对广告费率进行管理并进行分析，单

位是否将广告费率纳入预算管理

播量进款管理

单位对广告业务部门的考核，是否采用播量进款体系进行

考核，是否存在延迟收款情况，广告收入是否与其他收入

相分离

广告合规管理

单位是否建立广告合规管理制度，投放的广告是否符合国

家和市场相关规定，监管部门对广告的处罚次数是否控制

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8）新闻采访业务控制

新闻采访是记者为获取第一手资料而亲自抵达现场对即将发生或者正在发

生的人物事件情况进行的实地考察，通过对采访对象进行提问，整合具体内容从

而形成有价值的新闻信息，以文字或直播的形式进行报道。S电视台作为党政领

导下的官方媒体，进行新闻采访和报道，向大众传播真实新闻信息是其职责和使

命所在，坚持真实和真理，引导正确社会舆论是电视台新闻工作的要义，S电视

台应建立健全新闻采访业务管理机制，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不断办好办精新闻节目，全力保障好新闻宣传工作。对于新闻采访

业务的控制从常规新闻管理和突发新闻管理两个方面来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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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业务层面控制—新闻采访业务控制三级指标构成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新闻采访业

务控制

常规新闻采访

管理

对于常规新闻采访，单位是否将其纳入预算管理体系进行

管理，预算偏差率如何，是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突发新闻采访

管理

对于突发新闻采访，单位是否采取有别于常规新闻采访的

管理方式，采访人员的到位及时性、采访时播出事故发生

率如何

4.3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 S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将单位层面控制和业务

层面控制作为一级指标，根据各自的特点和行业情况，下设 13 个二级指标，并

建立细化的三级指标，以通过指标对内控有效性进行合理评价。S电视台内部控

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如图所示：

表 4.14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层面控制 A

组织控制 A1

内部控制机构的设置及运行情况 A11

单位负责人的任职及对内控的重视和指导情况 A12

关键岗位设置及人员轮岗情况 A13

内部监督部门的设置及运行情况 A14

制度控制 A2

集体决策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1

管理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2

内部监督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3

人员控制 A3
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及落实情况 A31

员工的后续教育及培训考核情况 A32

信息系统控制

A4

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及维护运行情况 A41

内部控制信息系统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A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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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4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广告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A43

风险控制 A5

单位进行风险评估的风控部门及制度文件 A51

对管理制度的风险评估 A52

对业务流程执行情况的风险评估 A53

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内容及结果运用 A54

业务层面控制 B

预算业务控制

B1

根据规定编制预算情况 B11

预算批复与逐级审批情况 B12

预算分解执行情况 B13

预算绩效评价情况 B14

预算执行差异率 B15

收入支出控制

B2

广告收入归口管理情况 B21

支出事项分类控制情况 B22

会计人员定期对账及流程控制 B23

政府采购控制

B3

市场调研及合作商选择情况 B31

大型演播设备采购管理情况 B32

采购和验收人员职责分离情况 B33

采购业务记录及档案归档情况 B34

资产控制 B4

货币资金管理情况 B41

应收账款管理情况 B42

新闻采访专用设备管理情况 B43

资产的报废及处置管理情况 B44

建设项目控制

B5

项目立项及方案审批情况 B51

项目可行性论证及招标情况 B52

项目动工建设及变更情况 B53

竣工决算及验收情况 B54

项目款项支付管理情况 B55

合同控制 B6 合同订立与审批管理 B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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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4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合同履行及监督审查机制 B62

合同后续管理情况 B63

广告业务控制

B7

广告费率管理 B71

播量进款管理 B72

广告合规管理 B73

新闻采访业务

控制 B8

常规新闻采访管理 B81

突发新闻采访管理 B82

4.4 评价标准

通过从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构建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后，向有关专

家进行询问，将综合评价满分设置为 100 分，按照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后的内部

控制有效性分值，将其划分为四个等级。内控有效性得分在 80 分及以上，表明

单位内部控制设计合理，运行有效，在单位风险防范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效性得

分介于 60 到 80 之间，表示内部控制基本有效，但仍存在着少量的缺陷，在运行

中有一部分不能发现的控制弱点；有效性得分介于 40 到 60 分之间，表示内部控

制存在重要缺陷，无论在设计上还是执行中都存在缺陷，很多方面都不能及时发

现并有效防止单位的风险；有效性得分低于 40 分，表明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该级别的内部控制在设计方面和运行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内部控制设计极度

不合理或者根本没有内部控制，更不能得到有效执行，需要立即进行整改。具体

评分标准见下表 4.15：

表 4.15 评分标准

得分情况 等级评定 内部控制状态

[80,100] 优秀 内部控制有效

[60,80) 良好 内部控制存在一般缺陷

[40,60) 一般 内部控制存在重要缺陷

(0,40) 较差 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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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

本章依据第四章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通过微信问卷星向有

关专家发放问卷，根据问卷结果运用 yaahp10.3 得到各个层级指标的具体权重；

然后向 S电视台内部人员发放问卷，得到内部人员对内控情况的评价，将收回的

问卷进行整理汇总，最终选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得出 S电视台内控有效性的评

价值。

5.1 确定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简单来说就是处于同一层级的每一指标在这一层级中的占比，反映

了单个指标相对于其他指标而言的重要程度，这一重要程度可以用数字来量化。

数值大小代表了指标权重的大小，可以反映出对总体目标的贡献程度，权重值的

大小直接影响内控有效性的评价结果。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该方法在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 S

电视台内控有效性评价基础之上，将影响总目标的内部多种因素进行划分层次，

形成一个层次分明，逐级细化的由目标到方案的分析模型，最终转化为细化的各

三级指标相对于二级指标权重的确定，各二级指标相对于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进而得到影响总体目标各层级指标的权重。

首先，依据上章的指标设计调查问卷，邀请专家依据自身认识对处以同一层

级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打分，打分标准依据 Thomas L.Saaty[1，9]等级法来确定，

对同一层级指标重要性两两进行比较，比较的结果构成一个判断矩阵。重要性比

较表如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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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重要性标度表

标度 含义

1 第 i行指标与第 j列指标相比同样重要

3 第 i行指标比第 j列指标相比稍微重要

5 第 i行指标与第 j列指标相比明显重要

7 第 i行指标比第 j列指标相比强烈重要

9 第 i行指标比第 j列指标相比极端重要

2,4,6,8 上述相邻两个判断的中间值

倒数 第 i 行指标比第 j 列指标交换次序的重要性

其次，计算各层级指标的权重值。利用公式ΑΖ = λmaxΖ求解，其中Α是

每一层级指标两两比较后得到的判断矩阵，λmax 是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Ζ

是Α的特征向量，即需要求解的指标的权重值。

最后，一致性检验。进行一致性检验时需引入一致性指标 CI，利用公式 CI

= λmax−n
�−1

，得出 CI 的具体数值，再根据公式 CR=
CI
RI
得出一致性比率。根据一致性

比率 CR 与 0.10 的关系来判断是否通过一致性检验。如果 CR<0.10，那么通过一

致性检验；如果 CR>0.10，那么未通过一致性检验，需重新进行调整，直到通过

一致性检验为止。

应用以上步骤，得出 S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相关评价指标权重如下表所示：

表 5.2 内部控制有效性一级指标权重

A B 权重

A 1 2 66.67%

B 1/2 1 33.33%

λmax=2 CI=0 CR=0.000<0.1

表 5.3 单位层面有效性二级指标权重

A A1 A2 A3 A4 A5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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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1 1 2 3 4 32.13%

A2 1 1 2 3 3 30.59%

A3 1/2 1/2 1 2 3 18.66%

A4 1/3 1/3 1/2 1 2 11.16%

A5 1/4 1/3 1/3 1/2 1 7.46%

λmax=5.066 CI=0.016 CR=0.015<0.1

表 5.4 组织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A11 A12 A13 A14 权重

A11 1 2 2 1 33.33%

A12 1/2 1 1 1/2 16.67%

A13 1/2 1 1 1/2 16.67%

A14 1 2 2 1 33.33%

λmax=4 CI=0 CR=0.000<0.1

表 5.5 制度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A21 A22 A23 权重

A21 1 1/2 1 26.11%

A22 2 1 1 41.11%

A23 1 1 1 32.78%

λmax=3.054 CI=0.027 CR=0.052<0.1

表 5.6 人员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A31 A32 权重

A31 1 1 16.38%

A32 1 1 29.73%

λmax=2 CI=02 CR=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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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信息系统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A41 A42 A43 权重

A41 1 1 3 42.86%

A42 1 1 3 42.86%

A43 1/3 1/3 1 14.28%

λmax=3 CI=0 CR=0.000<0.1

表 5.8 风险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A51 A52 A53 A54 权重

A51 1 2 2 1 33.33%

A52 1/2 1 1 1/2 16.67%

A53 1/2 1 1 2 25.00%

A54 1 2 1/2 1 25.00%

λmax=4.250 CI=0.083 CR=0.094<0.1

表 5.9 业务层面有效性二级指标权重

B B1 B2 B3 B4 B5 B6 B7 B8 权重

B1 1 2 3 3 4 5 6 7 31.11%

B2 1/2 1 2 2 3 4 5 6 20.94%

B3 1/3 1/2 1 1 2 3 4 5 13.46%

B4 1/3 1/2 1 1 2 3 4 5 13.46%

B5 1/4 1/3 1/2 1/2 1 2 3 4 8.69%

B6 1/5 1/4 1/3 1/3 1/2 1 2 3 5.75%

B7 1/6 1/5 1/4 1/4 1/3 1/2 1 2 3.87%

B8 1/7 1/6 1/5 1/5 1/4 1/3 1/2 1 2.72%

λmax=8.208 CI=0.03 CR=0.021<0.1

表 5.10 预算业务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B11 B12 B13 B14 B15 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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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 1 1 2 2 3 29.76%

B12 1 1 2 2 3 29.76%

B13 1/2 1/2 1 1 2 15.79%

B14 1/2 1 1 1 2 15.79%

B15 1/3 1/3 1/2 1/2 1 8.90%

λmax=5.013 CI=0.003 CR=0.003<0.1

表 5.11 收入支出业务有效性指标权重

B21 B22 B23 权重

B21 1 1/2 1/2 20%

B22 2 1 1 40%

B23 2 1 1 40%

λmax=3 CI=0 CR=0.000<0.1

表 5.12 政府采购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B31 B32 B33 B34 权重

B31 1 1 1 2 28.57%

B32 1 1 1 2 28.57%

B33 1 1 1 2 28.57%

B34 1/2 1/2 1/2 1 14.29%

λmax=4 CI=0 CR=0.000<0.1

表 5.13 资产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B41 B42 B43 B44 权重

B41 1 1 2 3 35.07%

B42 1 1 1 3 35.07%

B43 1/2 1/2 1 2 18.93%

B44 1/3 1/3 1/2 1 10.93%

λmax=4.010 CI=0.003 CR=0.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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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建设项目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B51 B52 B53 B54 B55 权重

B51 1 1 1/2 2 1 18.44%

B52 1 1 1/2 2 1 18.44%

B53 2 2 1 3 2 34.88%

B54 1/2 1/2 1/3 1 1/2 9.80%

B55 1 1 1/2 2 1 18.44%

λmax=5.010 CI=0.002 CR=0.002<0.1

表 5.15 合同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B61 B62 B63 权重

B61 1 1/2 2 29.73%

B62 2 1 3 53.89%

B63 1/2 1/3 1 16.38%

λmax=3.009 CI=0.005 CR=0.009<0.1

表 5.16 广告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B71 B72 B73 权重

B71 1 1/3 1/4 12.26%

B72 3 1 1/2 32.02%

B73 4 2 1 55.72%

λmax=3.018 CI=0.009 CR=0.018<0.1

表 5.17 新闻采访业务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B81 B82 权重

B81 1 1 50.00%

B82 1 1 50.00%

λmax=2 CI=0 CR=0.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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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 S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权重如表 5.18 所示：

表 5.18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方案层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内部控

制有效

性评价

单位层面

控制有效

性 A

66.67%

组织控制

A1 32.13%

内部控制机构的设置及运

行情况 A11
33.33%

单位负责人的任职及对内

控的重视和指导情况 A12
16.67%

关键岗位设置及人员轮岗

情况 A13
16.67%

内部监督部门的设置及运

行情况 A14
33.33%

制度控制

A2
30.59%

集体决策制度的建设及落

实情况 A21
26.11%

管理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

况 A22
41.11%

内部监督制度的建设及落

实情况 A23
32.78%

人员控制

A3
18.66%

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及落

实情况 A31
50.00%

员工的后续教育及培训考

核情况 A32
50.00%

信息系统

控制 A4
11.16%

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及维

护运行情况 A41
42.86%

内部控制信息系统的建设

及运行情况 A42
42.86%

广告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及运行情况 A43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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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8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方案层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风险控制

A5
7.46%

单位进行风险评估的风控

部门及制度文件 A51
33.33%

对管理制度的风险评估

A52
16.67%

对业务流程执行情况的风

险评估 A53
25.00%

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内容

及结果运用 A54
25.00%

业务层面

控制有效

性 B

33.33%

预算业务

控制 B1
31.11%

根据规定编制预算情况

B11
20.20%

预算批复与逐级审批情况

B12
12.02%

预算分解执行情况 B13 45.66%

预算绩效评价情况 B14

预算执行差异率 B15 22.12%

收入支出

控制 B2
20.94%

广告收入归口管理情况

B21
20%

支出事项分类控制情况

B22
40%

会计人员定期对账及流程

控制 B23
40%

政府采购

控制 B3
13.46%

市场调研及合作商选择情

况 B31
28.57%

大型演播设备采购管理情

况 B32
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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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8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方案层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采购和验收人员职责分离

情况 B33
28.57%

采购业务记录及档案归档

情况 B34
14.29%

资产控制

B4
13.46%

货币资金管理情况 B41 35.07%

应收账款管理情况 B42 35.07%

新闻采访专用设备管理情

况 B43
18.93%

资产的报废及处置管理情

况 B44
10.93%

建设项目

控制 B5
8.69%

项目立项及方案审批情况

B51
18.44%

项目可行性论证及招标情

况 B52
18.44%

项目动工建设及变更情况

B53
34.88%

竣工决算及验收情况 B54 9.80%

项目款项支付管理情况

B55
18.44%

合同控制

B6
5.75%

合同订立与审批管理 B61 29.73%

合同履行及监督审查机制

B62
53.89%

合同后续管理情况 B63 16.38%

广告业务

控制 B7
3.87%

广告费率管理 B71 12.26%

播量进款管理 B72 32.02%

广告合规管理 B73 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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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8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权重

目标层 准则层 方案层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新闻采访

业务控制

B8

2.72%

常规新闻采访管理 B81 50.00%

突发新闻采访管理 B82 50.00%

5.2 确定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的评价值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对于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模糊性的定性评价对象定

量化，进而得出对总体合理综合的评价结果的方式。本文采用调查问卷的方法获

得所需要的统计结果，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将定性评价指标定量化，以降低定性

指标的主观程度。由于单位的内部控制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对其进行评价是往往

受到主观性的制约，无法做到客观准确，而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量化后的指标可

以准确的评价单位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因此，本文选取了了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指

标进行量化计算。

5.2.1 样本来源与整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来获取，根据第四章的指标设计问卷，

向 S电视台领导者、财务资产部员工、事务所的相关人员发放问卷，主要考虑是

电视台领导比员工有更多接触内部资料的机会，对内控的了解也更全面，财务资

产部是内控执行的核心部门，财务资产部人员对内控的评价也比其他部门全面，

合作的事务所可以接触到电视台的内控，作出的评价较为客观，以此来增强问卷

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将收回的问卷结果进行汇总整理，得到具体指标评语的隶属

度。共发放问卷二十五份，收回二十五份，其中有效问卷为二十三份，回收率是

100%，有效率问卷的比率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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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

（1）确定评语集与分值区间

对于同一问题，依据不同的评分标准所得出的结果存在差异，将这些存在差

异的结果进行整合，就得到了评语集。本文设置了五个等级的评语集，用 U表示，

记作 U=｛U1,U2,U3,U4,U5｝,其中 U1 代表“非常满意”，U2 代表“满意”，U3

代表“一般”，U4 代表“不满意”，U5 代表“非常不满意”，即 U=｛U1,U2,U3,U4,U5｝

=｛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并与之设定相应的分数集，

用 P表示分数集，P=｛P1,P2,P3,P4,P5｝=｛100,80,60,40,20｝。

（2）确定隶属度

根据问卷结果，对 S电视台评价指标的隶属度进行汇总，具体数值如下表所

示：

表 5.19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隶属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隶属度

非

常

满

意

满

意

一

般

不

满

意

非

常

不

满

意

单位层面

内部控制

有效性 A

组织控

制 A1

内部控制机构的设置及运行情况 A11 0.2 0.4 0.3 0.1 0

单位负责人的任职及对内控的重视

和指导情况 A12
0.4 0.4 0.1 0.1 0

关键岗位设置及人员轮岗情况 A13 0.3 0.5 0.2 0 0

内部监督部门的设置及运行情况 A14 0.2 0.3 0.3 0.2 0

制度控

制 A2

集体决策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1 0.3 0.4 0.2 0.1 0

管理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2 0.5 0.5 0 0 0

内部监督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3 0.2 0.5 0.2 0.1 0

人员控

制 A3

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及落实情况 A31 0.2 0.5 0.2 0.1 0

员工的后续教育及培训考核情况 A32 0.2 0.4 0.3 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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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9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隶属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隶属度

非

常

满

意

满

意

一

般

不

满

意

非

常

不

满

意

信息系

统控制

A4

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及维护运行情

况 A41
0.4 0.5 0.1 0 0

内部控制信息系统的建设及运行情

况 A42
0.2 0.5 0.1 0.1 0.1

广告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及运行情

况 A43
0.1 0.4 0.4 0.1 0

风险控

制 A5

单位进行风险评估的风控部门及制

度文件 A51
0.3 0.2 0.4 0.1 0

对管理制度的风险评估 A52 0.2 0.6 0.1 0.1 0

对业务流程执行情况的风险评估 A53 0.4 0.4 0.2 0 0

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内容及结果运

用 A54
0.2 0.3 0.2 0.2 0.1

业务层

面内部

控制有

效性 B

预算业

务控制

B1

根据规定编制预算情况 B11 0.2 0.5 0.3 0 0

预算批复与逐级审批情况 B12 0.3 0.5 0.2 0 0

预算分解执行情况 B13 0.4 0.4 0.2 0 0

预算绩效评价情况 B14 0.2 0.4 0.3 0.1 0

预算执行差异率 B15 0.5 0.4 0.1 0 0

收入支

出控制

B2

广告收入归口管理情况 B21 0.1 0.7 0.2 0 0

支出事项分类控制情况 B22 0.2 0.5 0.2 0.1 0

会计人员定期对账及流程控制 B23 0.2 0.6 0.1 0.1 0

政府采

购控制

B3

市场调研及合作商选择情况 B31 0.2 0.5 0.2 0.1 0

大型演播设备采购管理情况 B32 0.3 0.5 0.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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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9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隶属度

一级指标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隶属度

非

常

满

意

满

意

一

般

不

满

意

非

常

不

满

意

采购和验收人员职责分离情况 B33 0.2 0.4 0.4 0 0

采购业务记录及档案归档情况 B34 0.3 0.5 0.1 0.1 0

资产控

制 B4

货币资金管理情况 B41 0.3 0.6 0.1 0 0

应收账款管理情况 B42 0.2 0.4 0.3 0.1 0

新闻采访专用设备管理情况 B43 0.3 0.4 0.3 0 0

资产的报废及处置管理情况 B44 0.1 0.3 0.5 0.1 0

建设项

目控制

B5

项目立项及方案审批情况 B51 0.3 0.6 0.1 0 0

项目可行性论证及招标情况 B52 0.2 0.7 0.1 0 0

项目动工建设及变更情况 B53 0.3 0.6 0.1 0 0

竣工决算及验收情况 B54 0.4 0.4 0.2 0 0

项目款项支付管理情况 B55 0.4 0.5 0.1 0 0

合同控

制 B6

合同订立与审批管理 B61 0.3 0.6 0.1 0 0

合同履行及监督审查机制 B62 0.2 0.4 0.2 0.2 0

合同后续管理情况 B63 0.2 0.3 0.4 0.1 0

广告业

务控制

B7

广告费率管理 B71 0.4 0.5 0 0.1 0

播量进款管理 B72 0.3 0.6 0.1 0 0

广告合规管理 B73 0.4 0.4 0.1 0.1 0

新闻采

访业务

控制 B8

常规新闻采访管理 B81 0.3 0.6 0.1 0 0

突发新闻采访管理 B82 0.3 0.4 0.3 0 0

（3）计算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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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隶属度矩阵与对应的分值相乘，可以得出三级指标的得分，以单位层面下

设三级指标为例，

A11=｛0.2,0.4,0.3,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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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74

A12=｛0.2,0.4,0.1,0.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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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00

=82

A13=｛0.3,0.5，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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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A14=｛0.2,0.3，0.3,0.2,0｝*























20
40
60
80
100

=70

将组织控制下设的三级指标权重与计算出的具体分值相乘，可得，组织控

制有效性的评分。组织控制的有效性评分为：

｛33.33%,16.67%，16.67%,33.33%｝*



















70
82
82
74

=75.33

以此类推可得到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的所有三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

的具体分值，如下表 5.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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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值

一级指标 得分 二级指标 得分 三级指标 得分

单位层面

内部控制

有效性 A

77.65

组织控制A1 75.33

内部控制机构的设置及运行情况 A11 74

单位负责人的任职及对内控的重视

和指导情况 A12
82

关键岗位设置及人员轮岗情况 A13 82

内部监督部门的设置及运行情况 A14 70

制度控制A2 82.28

集体决策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1 78

管理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2 90

内部监督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3 76

人员控制A3 75
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及落实情况 A31 76

员工的后续教育及培训考核情况 A32 74

信息系统控

制 A4
77.71

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及维护运行情

况 A41
86

内部控制信息系统的建设及运行情

况 A42
72

广告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及运行情

况 A43
70

风险控制A5 75.17

单位进行风险评估的风控部门及制

度文件 A51
74

对管理制度的风险评估 A52 78

对业务流程执行情况的风险评估 A53 84

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内容及结果运

用 A54
66

业务层面

内部控制

有效性 B

79.29
预算业务控

制 B1
80.4

根据规定编制预算情况 B11 78

预算批复与逐级审批情况 B12 82

预算分解执行情况 B13 84

预算绩效评价情况 B1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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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值

一级指标 得分 二级指标 得分 三级指标 得分

预算执行差异率 B15 88

业务层面内

部控制有效

性 B

79.29

收入支出控

制 B2
77.20

广告收入归口管理情况 B21 78

支出事项分类控制情况 B22 76

会计人员定期对账及流程控制 B23 78

政府采购控

制 B3
78.29

市场调研及合作商选择情况 B31 76

大型演播设备采购管理情况 B32 82

采购和验收人员职责分离情况 B33 76

采购业务记录及档案归档情况 B34 80

资产控制B4 77.99

货币资金管理情况 B41 84

应收账款管理情况 B42 80

新闻采访专用设备管理情况 B43 74

资产的报废及处置管理情况 B44 68

建设项目控

制 B5
84.00

项目立项及方案审批情况 B51 84

项目可行性论证及招标情况 B52 82

项目动工建设及变更情况 B53 84

竣工决算及验收情况 B54 84

项目款项支付管理情况 B55 86

合同控制B6 75.57

合同订立与审批管理 B61 84

合同履行及监督审查机制 B62 72

合同后续管理情况 B63 72

广告业务控

制 B7
82.89

广告费率管理 B71 84

播量进款管理 B72 84

广告合规管理 B73 82

新闻采访业

务控制 B8
82

常规新闻采访管理 B81 84

突发新闻采访管理 B82 80

最终可得 S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得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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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6.67%,33.33%｝* 







29.79
65.77

=78.20

通过计算得出，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得分为 78.20，按照本文 4.4 提供

的评分标准，该分值处于 60-80 的区间，表明 S电视台内部控制基本有效，但在

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其内部控制有一定的改善空间。

5.3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果综合分析

本节将对于5.2中所得出的S电视台在内部控制有效性中各项指标的所对应

的评价值进行分析，从指标体系中各项一级指标出发，具体分析 S电视台在内部

控制每一环节所存在的不足。

5.3.1 单位层面内部控制有效性分析

单位层面内控有效性评分为 77.65 分，处于 60—80 分之间， 表明单位层面

内部控制的设计整体有效，但在运行中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改

进。S电视台可以定期地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价，进而来改进运行中存在

的缺陷，完善单位的内部控制。

（1）组织控制得分 75.33，低于单位层面平均分，表明有改进的空间。根

据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内部控制的机构设置及运行情况和内部控制监督部门的

设置及运行情况这两个指标得分较低。由于 S电视台的组织结构扁平化特点，内

部控制机构和内部监督机构的设置和各业务部门处在平行的等级，大大降低了这

两个部门的执行效力。此外，S电视台的内部控制主要由财务部门牵头，纪检监

察部门负责监督，由于财务部门人员众多，加之专业背景复杂，很多四十岁以上

的老员工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内部控制继续教育学习，因此内部控制的执行不是很

到位。

（2）制度控制得分 82.28，处于良好的等级，说明电视台在制度控制方面

做的比较好。具体来看，集体决策制度建设落实请和内部监督制度建设落实情况

得分最低，有专家对这两方面的控制情况做出了不满意的打分，从侧面反映出事

前防御不足、事后追责过度的问题。良好的评议问责机制中，不论是事前、事中

还是事后，都应当有完善度相当的管控机制，不能将“亡羊补牢”的理念作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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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制缺失的弥补。

（3）人员控制得分 75.00，在单位层面的各项指标中得分最低，表明 S电

视台在人员控制方面的严重不足。S电视台现有员工将近两千人，通过实地调研

了解到单位员工有正式、台聘、派遣三种用工方式，而这三种方式又以派遣为最

多，同工不同酬现象严重，就笔者实习所在部门来说，员工对单位的满意度普遍

较低，导致员工忠诚度较差。S电视台虽然制定了人力资源政策，但在实际执行

的过程中人际关系影响较大，很少按制度执行，每年年终奖发完离职率较高。并

且员工的晋升考核机制的设置与落实也不尽如人意，针对员工的精益管理、工作

技能提升等方面未形成长效福利机制，这导致单位员工办事效率低下，很难有效

长足发展。

（4）信息系统控制得分 77.71，在对信息系统建设方面，专家普遍对内部

控制信息系统建设和广告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评分较低。相比于财务信息系统，S

电视台的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和广告信息系统的建设少投入人力物力均较少，这就

导致系统缺乏一定的完备性。在对信息系统的升级和维护方面，S电视台出于谨

慎的考虑，很少对其进行升级维护，也没有对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常规测试，只

有当系统运行出现问题的时候业务员才报领导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维护。

（5）风险控制得分为 75.17，低于单位层面控制得分，S电视台风控部门及

制度文件和对风险评估程序和结果的运用得分较低，拉低了风险控制二级指标的

总体得分。S电视台没有设立专门的风控部门，在具体执行业务过程中由财务资

产部对相关的风险进行把控。对于风险较高的领域，没有建立风险评估分析机制，

管理层对风险的意识较为淡薄，因 S电视台更多的被赋予了新闻报道和丰富大众

文化生活的公共职能，自身存在较少的生产经营业务，在风险控制上存在着明显

的被动性，从而导致风险控制能力不强，影响了单位层面整体的内控有效性。

5.3.2 业务层面内部控制有效性分析

（1）预算控制情况的评价得分为 80.4 分，对应的评价等级为良。S电视台

在其预算编制上强调编制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从单位的实际需要和潜在的可能性

出发，并要求各部门按照部门需要进行报告，从而尽可能的满足预算的编制符合

单位整体的实际情况。但是，通过对比各三级指标发现，预算绩效评价方面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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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通过深入了解 S电视台发现，由于整体竞争压力较小，上级部门对预算的

考核和监督不重视，导致单位人员对全面预算的认识不到位，在预算细节方面存

在一定的问题。

（2）收入支出控制得分为 77.2，低于业务层面的整体得分。S电视台在支

出事项分类控制方面得分较低，问题主要体现在财政拨款的使用和业务相脱节，

各部门以年为单位提交用款计划，时间跨度大，年中和年末考核时存在资金失控

的风险。此外，S电视台对各项具体的支出业务缺乏明确具体的文件规范，财务

部各个会计人员对同一报销业务的规定不同，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各项非常态

化业务的报销，审核程序不到位，存在报销手续不齐全，先付款后签字的现象，

主管业务会计把关不严。

（3）政府采购控制得分为 78.29，低于业务层面的整体得分。从各三级指

标具体来看，市场调研及合作商选择、采购和验收人员职责分离情况两个指标得

分较低，说明 S电视台政府采购方面还需进一步的完善。S电视台由各个物资使

用部门编制采购计划，报财务部资产科汇总，由于部门的自主性导致采购计划的

编制简单随意，不能从全局反映采购工作的严肃性。采购执行和项目验收是由物

资使用部门自行采购和验收，监督部门缺少对政府采购项目的监督，采购人员的

素质层次不齐，进而影响到采购活动的执行。

（4）资产控制得分为 77.99，对应的评价等级为一般。从各三级指标具体

来看，应收账款管理情况和资产的报废及处置情况得分较低。S电视台应收账款

中广告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占比较大，账务系统中包含有以前年度未清收的应收

账款，其中 13 年以前的应收账款供应商往来中未列明欠款单位，形成坏账的可

能性很大，而 S电视台并没有足额计提坏账准备，导致资产不能反映单位的真实

情况。S电视台资产入账之后未定期组织账实核对，对于大型设备等固定资产，

没有制定维护保养制度，也没有安排相关人员进行维护，导致资产损耗加快。S

电视台对于超过使用寿命的固定资产，没有及时报经批准进行核销处理。

（5）建设项目控制得分为 84，对应的评价等级为良好。S 电视台建设项目

相对较少，截止目前在建项目仅有广电二期基建项目，本建设项目由财务部基建

科负责，从项目立项招标到动工建设手续齐全，流程合规，不足之处就是基建科

人员较少，没有固定的专职基建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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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合同控制得分为 75.57，低于业务层面的整体得分。根据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合同的履行和后续管理得分较低。S电视台没有统一的合同管理制度，

合同由各业务部门自行组织签订，未实行归口管理，各部门合同管理混乱。没有

明确的合同审核职责权限，同类合同没有连续编号，缺失付款合同台账管理制度，

合同的履行没有相应的监督制度和合同纠纷处理制度，合同经办人员对合同文本

细节关注不够，审核不严的情况时有发生，且单位缺乏合同信息系统管理系统，

对合同的后续管理形成一定的挑战。

（7）广告业务控制得分为 82.89，处于良好等级。S电视台设有广告管理中

心对广告的承接和投放进行管理，承接广告业务后业务员在广告管理系统中录入

广告合同，同时录入广告投放频率频道、投放时段、广告排期情况、合同金额，

财务部结算科安排专人对每月的广告播量和进款情况进行统计，并与负责广告的

业务员进行核对确认，编制广告播量进款月报表，上报相关领导进行讨论。可以

看出，S电视台广告播量进款管理较好，广告费率管理和广告合规管理方面还有

很大的改进空间。

（8）新闻采访业务控制得分 82，处于良好等级。S电视台设有电视新闻中

心和广播新闻中心两个部门负责新闻的采访和报道，对于采编好的新闻以电视和

广播两种方式呈现给大众。S电视台对新闻的管理上分为常规新闻和突发新闻进

行管理，从问卷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常规新闻管理得分低于突发新闻管理，主要

是像晚间三十分这样的常规业务的经常性重复性使得相关人员放松了警惕，在新

闻节目的制作、审核、播出等方面都不如突发新闻那样一丝不苟。

5.4 提高 S 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建议

5.4.1 单位层面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建议

（1）健全组织机构设置

组织机构是单位内部控制运行的保障部门，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是 S电视台提

升内部控制的必要手段。组织机构的设置要根据不同岗位的特点，科学设置各职

能部门的权限，达到相互制约的目的。其中，决策层、执行层、监督层三者的职

能要相互分离，各个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共同作用下确保单位目标的实现。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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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部门监察室作为监督内控执行情况的重要部门，保持充分的独立性是其行使

监督职能的先决条件，其与财务资产部平行设立，不受其他部门和个别领导的影

响。在 S电视台中，内部员工和不同职位领导者之间级别观念较强，下级对上级

保持绝对服从，往往会出现一言堂的现象，一把手有决策的拍板权，在这种情况

下，存在较高的决策失误风险。这就要求 S电视台必须建立民主集中制，重大事

项经台委会讨论，必要时请专家评审，领导班子集体合议通过后作出决定。在关

键岗位人员的安排上，一定要多加考察，确保人员素质和专业技能能够满足岗位

要求，同时需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充分兼顾岗位的匹配度。

（2）加强内部控制意识

内控意识和单位内控建立情况、内控执行情况息息相关，可以说，内部意识

是单位整个内部控制的前提和基石，是内部控制金字塔的塔基，直接决定着内控

有效与否。对于 S电视台来说，领导人对内控的重视在内控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单位负责人作为内控的第一责任人，担负着在本单位建立和实施内控的主要责任，

因此，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对《内控规范》、《会计法》等法规的学习，并组织单

位全体员工进行学习，以提高内部控制意识。通过举办内控专题讲座的形式，加

强全员的内控理念。在此基础上，形成制度文件，在各部门间印发执行，使员工

了解内控，在工作中予以执行，从而提高 S电视台整体的内控水平。在领导班子

的表率下，利用宣传片、短视频的方式宣传内控，使内控观念深入人心，从内心

深处激发大家对内控的认同感，从而推动内控稳步向前发展。

（3）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通过对 S电视台人员控制进行分析，发现单位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及员工后

续培训考核有很大改进空间。S电视台应进一步完善人力资源政策，建立完善的

人才引进及考核制度。在员工的招聘环节，严格按照岗位需要制定招聘计划，从

德、能、才、绩多方面考察应聘人员，保证录用人员能够尽快胜任岗位工作。其

次，S电视台应为员工的后续职业发展创造条件，制定全面合理、科学可行的考

评机制，考虑员工的岗位差异，做到多角度客观考评，根据实际情况量化考核指

标，鼓励员工发展事业，以此来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最后，S电视台还需注

重自身的文化建设，通过举办培训班，邀请相关专家来单位讲座，内部知识竞赛

等方式增加员工对内控的认识，营造健康积极、团结合作的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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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内部控制信息化建设

现阶段，S电视台虽然依托信息手段辅助办公，但其建设情况并非完善可行。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S电视台需要建立内控管理信息系统，作为文化事业单

位，系统的开发和建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为使系统更能适应本单位实际情况，

S电视台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力，定期对信息系统维护升级，以保证信息系

统能够为各项经济活动服务。同时，需要配备专业信息技术人才维护信息系统，

对专业人才进行定期培训，不断更新相关技能，保障队伍的专业化程度。S电视

台通过建立改信息化系统，可以减少人为失误，实现信息在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

沟通传递。

5.4.2 业务层面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建议

（1）优化收支业务控制

S电视台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广告收入，由各个广告业务承接部门签订合同以

后以支票、现金、银行汇款等方式收取，业务员收取后到财务资产部统一入账，

由财务资产部开具进款确认单作为广告业务收入确认的凭据。为应对该环节的风

险应采取以下四种控制措施：第一，广告合同签订人员必须按照相关规定签订合

同并了解收款程序；第二，收入确认人员必须复核合同的合规性和收入的到账情

况，通过收入专款网银账户进行查询；第三，复核人员应当及时复核当日进款情

况，相关单据存放财务资产部；第四，财务资产部定期编制广告收入进款情况月

报表，并做好登记对账工作。此外，S电视台内部监督机构应该不定期进行检查，

防止各个环节中不合法现象的发生。

对于支出事项的管理，S电视台应采取进一步规范措施，按照不同事项对各

类支出采取分类管理，细化支出内容，明确不同类别不同金额支出的审批权限。

对容易出现问题的“三公经费”支出提高警惕性，每月及时复核支出事项的合理

性和相关单据的完整性。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两类不同的支出区分审批权限和支

出内容，严格按照规定把控审核关，各项报销材料需齐全并由有相应权限的领导

签字确认，不得先报销后补材料。此外，S电视台应建立各项支出台账，由各个

责任会计按日填写，稽核科不定期进行抽查监督，确保账实相符，合法合规。

（2）优化政府采购业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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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方面，S电视台需制定严谨详实的政府采购计划，建立政府采购归

口管理制度。首先，S电视台在全台范围内统一规范政府采购计划书，列入政府

采购名单的项目必须提前制定采购计划，督促各个部门根据实际需求制定采购计

划，采购计划由财务资产部审批后汇总上报；其次，规范采购流程。在采购工作

开始前，必须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在政府采购目录范围内选择合作商，全程做

好记录，保留相关材料，各个流程手续齐全，官网及时公开政府采购招投标进度

加大采购信息的透明度。再次，采购和验收人员职责分离。物资采购执行人员不

得兼任验收工作，物资的验收由专人负责，采取当面签字验收的方式。最后，强

化监督工作。在风险点较高的采购关键环节，监察室稽核科应派人到现场监督，

在现场材料单上以监督人的身份签字确认。整个采购工作全部结束后，相关的材

料交由党政办公室汇总整理，根据采购类别整理归档。

（3）优化资产业务控制

S电视台应采取多种手段来优化资产业务控制。一是优化固定资产的配置，

在内设部门提出固定资产请购计划时，S电视台应评估计划的合理性，申请部门

现有固定资产情况，对固定资产的用途进行分析，全台是否有闲置资产可供调拨

使用，避免出现资源闲置情况。二是加强资产动态管理。明确由财务资产部资产

科相关人员负责登记资产的使用情况，及时登记资产账簿，如有固定资产在部门

间发生变动，及时与财务资产部负责人、党政办公室、监察室等部门联系，做好

资产的变更处理工作。三是做好资产的盘点清查。监察室稽核审计科定期对全部

资产进行清查盘点，核验资产实有数和账面数是否一致，资产信息是否准确无误

录入财务信息系统。如有盘盈盘亏资产的情况发生，应仔细查找原因，责任到人，

吸取经验教训，将资产管理责任纳入到员工的考核中，促进资产管理的规范。四

是规范资产的处置。按照资产报废处置程序处置资产，尤其是固定资产的处置，

已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达到规定使用年限后不再计提折旧，报废处理的固定

资产须报财政厅审批后才能做报废处理，账面资产也做相关处理，以前年度尚未

收回的应收账款合理评估收回的可能性，及时足额计提减值准备，确保实在无法

收回后做转销处理。

（4）完善合同管理机制

S电视台应对合同实行归口管理，明确合同管理部门。签订合同的部门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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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与合同相关资料的的整理，将年度已完成合同和未完成合同进行归类。对于已

完成合同，其相关文件、协议等资料进行汇总，所有纸质资料原件移送党政办公

室档案科统一装订，编号存档，业务部门保留扫描件。对于跨年度执行的未完成

合同，做好跟踪管理工作，付款时仔细核对合同中列明的付款条件，核验已支付

款项和剩余未支付款项，避免重复付款。此外，S电视台应将合同管理纳入内控

信息系统中，合同执行的每一环节都在信息系统中显示，做到数据共享，业务贯

通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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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不足

6.1 研究结论

目前在媒体行业的大力冲击下，大数据和短视频不断影响着电视信息行业的

方方面面。随着移动电视、微信直播号的出现，党政领导下的事业单位电视台也

把宣传方式投向了新兴领域。为了提高竞争力，电视台必须将数字化和新媒体相

融合，创新方式方法，以互联网思维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加强媒体内容建设，持

续改进电视新闻报道。

本文在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相关理论学习的基础上，以文化类事业单位

S电视台为研究对象，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规范》选取适合 S电视台的相关指标

并加以解释，构建出一套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期能够提高 S电视台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实现内部审计的业务增值服务目标。本文通过分析研究，形

成了以下结论：

（1）本文以内部控制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本理论基础，以《规范》和

《报告》为参考，构建了 S电视台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将内部控

制放到具体的案例上去研究，针对 S电视台的自身特点，从单位和业务两个层面

出发来选取二级指标，将选取的二级指标细化成 40 个三级指标，这些指标构成

了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元素。选取指标的时候包含内控设计和运

行两个方面的有效性，能够全面合理地反映评价内容。

（2）本文在将构建的指标体系具体应用的时候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

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评分，将定性指标定量化，能够对内控情况进行客观

评价，不同评价周期的评价数据可以拿来分析比较，为 S电视台防范风险和强

化内控提供决策依据。所构建的评价体系既可以用于 S电视台内部进行自我评

价，也可以用于外部监管部门对其进行评价，具有可操作性。

（3）本文通过运用指标体系对 S电视进行评价，其综合得分为 78.2 分，表

明其内部控制总体上良好，但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表现在：内控机制和监

督机制运行不好，人力资源政策的执行受“人情”影响较大，信息系统的设计和

运行不到位，缺乏对风险的识别和关注，收入支出控制、政府采购控制、资产控

制、合同控制规范性不够等问题，并针对识别出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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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研究不足

本文通过对内部控制相关文献的阅读整理和 S电视台的实地调研，结合《规

范》和 S电视台内部实际情况得出了研究结论，前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仍

然存在不足之处：

（1）由于事业单位类型的复杂性和性质的特殊性，指标的选取和打分评价

较为复杂。本文设计的指标体系只适合于 S电视台，对其他行政事业单位不具有

普适性，不能直接用于其他类型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效果的评价。现阶段仅对

指标体系之内的内控进行了评价，指标之外的内容无法评价，形成的结论难免有

疏漏之处。希望以后能够克服上述影响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形成更加成熟完备

的指标评价体系。

（2）本文在对指标进行赋权和打分的时候用到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

价法，专家和单位内部人员在打分时存在一定的主观成分，不同部门人员对内控

了解程度的差异也影响到打分结果，最终得出的评价结果可能与单位真实情况存

在一定差异。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首先要扩大调查问卷的发放范围和发放数量，

然后需要学习掌握更为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内控有效性的评价，最终得出更加科

学合理的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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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S 电视台内部控制调查问卷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

非常抱歉打扰到您，我是兰州财经大学审计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现由于

学位论文的撰写需要，我设计了这份调查问卷，目的在于了解贵公司的内部控制

有效情况，需麻烦您抽出时间填写本次问卷，您的观点对我非常重要，我们将保

证此次问卷信息不会泄露，请您放心填写。

请根据您对贵公司的了解以及以往的经营情况，在以下表格里各项指标按照

您所认为的重要程度进行打分，“1-2”分表示一般；“3-4”分为较为重要；“5-7”

分为重要；“8-10”分为非常重要。

一级指标 得分 二级指标 得分 三级指标 得分

单位层

面内部

控制有

效性 A

组织控制 A1

内部控制机构的设置及运行情况 A11

单位负责人任职及对内控的重视和指导情

况 A12

关键岗位设置及人员轮岗情况 A13

内部监督部门的设置及运行情况 A14

制度控制 A2

集体决策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1

管理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2

内部监督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3

人员控制 A3
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及落实情况 A31

员工的后续教育及培训考核情况 A32

信息系统控

制 A4

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及维护运行情况 A41

内部控制信息系统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A42

广告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A43

风险控制 A5

单位进行风险评估的风控部门及制度文件

A51

对管理制度的风险评估 A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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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业务流程执行情况的风险评估 A53

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内容及结果运用 A54

业务层

面内部

控制有

效性 B

预算业务控

制 B1

根据规定编制预算情况 B11

预算批复与逐级审批情况 B12

预算分解执行情况 B13

预算绩效评价情况 B14

预算执行差异率 B15

收入支出控

制 B2

广告收入归口管理情况 B21

支出事项分类控制情况 B22

会计人员定期对账及流程控制 B23

政府采购控

制 B3

市场调研及合作商选择情况 B31

大型演播设备采购管理情况 B32

采购和验收人员职责分离情况 B33

采购业务记录及档案归档情况 B34

资产控制 B4

货币资金管理情况 B41

应收账款管理情况 B42

新闻采访专用设备管理情况 B43

资产的报废及处置管理情况 B44

建设项目控

制 B5

项目立项及方案审批情况 B51

项目可行性论证及招标情况 B52

项目动工建设及变更情况 B53

竣工决算及验收情况 B54

项目款项支付管理情况 B55

合同控制 B6

合同订立与审批管理 B61

合同履行及监督审查机制 B62

合同后续管理情况 B63

广告业务控

制 B7

广告费率管理 B71

播量进款管理 B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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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合规管理 B73

新闻采访业

务控制 B8

常规新闻采访管理 B81

突发新闻采访管理 B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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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

很抱歉占用您宝贵的时间，我是兰州财经大学审计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现由于学位论文的撰写需要，我设计了这份调查问卷，目的在于了解贵公司的内

部控制有效情况，需麻烦您抽出时间填写本次问卷，您的观点对我非常重要，我

们将保证您所填写的信息不被泄露，请您放心填写。

请根据您对贵公司的了解以及以往的经营情况，在以下表格里对每一项三级

指标进程打勾，评价标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

=｛100，80,60,40,2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得分

非

常

满

意

满

意

一

般

不

满

意

非

常

不

满

意

单位层

面内部

控制有

效性 A

组织控制 A1

内部控制机构的设置及运行情况 A11

单位负责人任职及对内控的重视和指导

情况 A12

关键岗位设置及人员轮岗情况 A13

内部监督部门的设置及运行情况 A14

制度控制 A2

集体决策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1

管理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2

内部监督制度的建设及落实情况 A23

人员控制 A3
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及落实情况 A31

员工的后续教育及培训考核情况 A32

信息系统控

制 A4

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及维护运行情况A41

内部控制信息系统的建设及运行情况A42

广告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及运行情况A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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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 A5

单位进行风险评估的风控部门及制度文

件 A51

对管理制度的风险评估 A52

对业务流程执行情况的风险评估 A53

风险评估的工作程序内容及结果运用A54

业务层

面内部

控制有

效性 B

预算业务控

制 B1

根据规定编制预算情况 B11

预算批复与逐级审批情况 B12

预算分解执行情况 B13

预算绩效评价情况 B14

预算执行差异率 B15

收入支出控

制 B2

广告收入归口管理情况 B21

支出事项分类控制情况 B22

会计人员定期对账及流程控制 B23

政府采购控

制 B3

市场调研及合作商选择情况 B31

大型演播设备采购管理情况 B32

采购和验收人员职责分离情况 B33

采购业务记录及档案归档情况 B34

资产控制 B4

货币资金管理情况 B41

应收账款管理情况 B42

新闻采访专用设备管理情况 B43

资产的报废及处置管理情况 B44

建设项目控

制 B5

项目立项及方案审批情况 B51

项目可行性论证及招标情况 B52

项目动工建设及变更情况 B53

竣工决算及验收情况 B54

项目款项支付管理情况 B55

合同控制 B6
合同订立与审批管理 B61

合同履行及监督审查机制 B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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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后续管理情况 B63

广告业务控

制 B7

广告费率管理 B71

播量进款管理 B72

广告合规管理 B73

新闻采访业

务控制 B8

常规新闻采访管理 B81

突发新闻采访管理 B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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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总觉得来日方长，毕业遥遥可及，终于也到我执笔此处。我曾看到过很多人

热泪盈眶的论文致谢，也曾想过我会写些什么，当我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

回首过往时，不禁思绪万千……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母校承载着我的梦想，给了我希冀。从

本科到研究生，我不仅收获了专业上的知识，也形成了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解

放思想，开阔眼界。我很幸运在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里遇见不同可爱又善良的

人，这一路走来，有太多的人要感谢。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李希富教授，引领我打开学术的大

门，窥探到一抹光亮。我的学位论文从选题到最终完稿，都离不开老师的悉心指

导。在我遇到问题，写作停滞不前时，老师的每一次指导都如醍醐灌顶，使我茅

塞顿开。老师博览群书，智周万物，学问浩如烟海，思想广纳百川，老师教给我

的不仅是专业上的知识，更是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我今后在这个社会中明辨是非

高效产出的思维模式。

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恩。感谢会计学院的方文彬教授、王学龙教授、胡凯

教授、周一虹教授、朱泽钢副教授、芦海燕副教授、周德良博士，你们严谨的治

学态度，循循善诱的指点方式，谦逊平和的为人处世，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犹

记得第一次走进高财课堂，就被老师对专业知识独到的讲解和独特的个人魅力所

吸引，从此这门课成了我最开心的时光。叹服于老师对会计原理的解释，对老师

的景仰，始于资产余额为什么在借方的解释。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老师的教导

如日出之光、皓月之明，指引我继续向前迈进。

大音希声，大爱无言。母慈子孝，非为报也。感谢我的父母，感谢我最爱的

家人们，求学二十载，你们让我暖衣饱食，无后顾之忧，是你们用无私的爱包容

了我所有的好与不好，让我能够毫无顾忌追求我想要的生活，感谢你们这么多年

对我的支持与包容，是你们为我撑起了一片天，让我得以专心学业。你们用自己

的方式爱着我，在过去的一万个日日夜夜里，你们快乐着我的快乐，痛苦着我的

痛苦，养育之恩，无以为报，你们永远健康快乐是我最大的心愿。

同窗三载，不负相遇。感谢我的室友，还有 324 的朋友，在疫情封校不能出

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小聚，把酒言欢，枯燥的封校生活平添许多趣味，也是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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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我走向美食的世界，尝试以前所没有尝试过的，新学期的开始，家在异地的你

们总是给我带来家乡特产。感谢像太阳一样闪着光的朋友，从遇见你们开始，我

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一步步走出自我封闭，走向美好的你们。从你们身上我看到

了脚踏实地，拼搏进取的精神，我时时被你们的精神所感染。因为有你们相伴，

我的研究生学习之余多了些许快乐，这段经历将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愿岁并谢，

与友长存。

凡此过往，皆为序章。从乡村小镇到金城兰州，我已踉踉跄跄走了十年，泥

泞道路上努力藏起那个胆怯难行的自己。我并非聪慧机敏之人，因此探求真理的

路上常困惑于终点虚无缥缈，兜兜转转才恍然大悟尚在原处。但我仍然敬畏与渴

望真理，就像坚信梦想与热爱不该被辜负。而今我终于能坦然接受自己的缺憾与

平凡，却依然希望清醒而勇敢地与世界交手，兴味盎然不改当年模样。

山水一程，终有别时，再会不知何期，惟愿各自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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