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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经营环境和风险日益复杂，内部控

制的重要性愈发显著。有效的内部控制不仅能保障企业健康稳定发展，还能提升

管理水平、防范和控制风险、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研究对于促进企业内部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提高管理效率和风险防范能力

具有重要作用，对于其他类似院校或企业也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西安热工院作

为一家专注于热能工程技术研究的电力企业，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研究对于提升

管理效率和防范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西安热工研究院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性地构建了一套

针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全面评价指标体系及科学评估模型。首先介绍了内部控制

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方法。其次，对西安热工研

究院现有的内部控制状态展开了周密详尽的调查与深度剖析，并对其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与解读。再次，通过引入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这

一先进的评价手段，对西安热工研究院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立体化、多维度

的综合评判。最后，对评价结果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了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

效性的综合评价结论，通过识别现有体系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对

策建议，有助于构建更科学、规范、高效的内部控制体系。 

 

关键词：西安热工院  内部控制  有效性评价  层次分析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研究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risk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l control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can not only guarantee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prevent and control risks, enhance market 

competitiveness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cientific and standardized internal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improving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risk prevention ability, and also has reference 

value for other similar institutions or enterprises. Xi’an Thermal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TPRI), as a power enterprise focusing on 

therm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internal 

control resear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preventing risks. 

Tak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of Xi’an Thermal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TPR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s a set of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model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Firstly, it introduces the related concepts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internal 

control, as well as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Secondly, thorough investigation and in-depth analysis are carried 

out on the existing internal control state of Xi 'an Thermal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deeply explored and 

interpreted. Thirdly, by introducing the advanced evaluation methods of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研究 

 

the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of Xi 'an Thermal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is evaluated by three-dimensional and multi-dimensional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Finally,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discussed in 

depth, and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conclusion is drawn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of Xi’an Thermal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TPRI). By identifying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putting forward corresponding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t is helpful to build a more scientific, 

standardized and efficient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Keywords: Xi’an Thermal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TPRI);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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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自 2008 年起，为了提升国内企业管治水平和风险抵御能力，促进经济稳健

增长，财政部协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等五部委共同推出了里程碑

式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政策文件。此规范构建了统一全面的内控框架，

为我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强化内部管理、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提供了基础。

此后，《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 2010 年发布的配套指引成为一套完整的企业

内控规范体系，要求上市公司建立内控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及

监督审查五大模块，并每年披露内控评价报告和接受独立审计。这套规范首先在

大中型境内外上市公司强制执行，逐渐普及至更多企业，旨在推动全行业提升内

控水平，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营商环境。 

2022 年全国两会强调法治在国家治理和企业运营中的基石作用，明确提出

了依法治企的战略要求，企业需强化内部管理，构建完善的内控体系以预防和控

制风险。电力行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特别是在绿色低碳转型、能源结

构调整等新趋势下，热能动力和热力发电技术企业面临着技术创新、环保政策、

市场竞争等多重挑战，因此内控体系的建设更为重要。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西安热工院”）作为电力行业内的国家级

科研创新基地，承担着推动能源电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任。面对新时代的

机遇与挑战，西安热工院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取得显著成果，同时也在内控管理

上不断优化升级，以应对市场竞争和行业变革。本文结合西安热工院的实际状况，

科学分析其内控制度的设计与执行效果，评价内控有效性，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

建议，旨在助力西安热工院和同类企业在内控管理上达到更高水准，保障企业资

源合理配置、风险有效管控及战略目标精确达成，推动我国能源电力行业的高质

量发展，实现能源结构优化和“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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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基于西安热工院的实际情况，分析西安热工院目前关于内控管理

的问题，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其内控制度的设计与运行情况展开研究，评价其内控

有效性，并为西安热工院和同行业其他公司提出建议。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看，本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可为内部控制评价提供理论

支持。具体而言，本研究可以明确内部控制评价的定义、目的、标准和程序，并

分析了其在公司管理中的重要性。这些内容有助于深化对内部控制评价的理论认

识，为内部控制评价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2.实践意义 

从实践层面来看，通过建立和实施内部控制措施，可以有效识别、评估和处

理各种风险。本文通过研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有助于预防和减轻金融舞弊、经济

损失和不当行为等风险，并提高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抗风险能力。同时，本研究

的结果还可以为其他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和改进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信息，有助

于推动企业内部控制的不断完善。 

1.2 研究现状 

1.2.1 国外文献综述 

1.内部控制的相关理论概念研究 

内部控制这一概念是 1949 年美国的会计师协会审计程序委员会在一项叫做

《内部控制》的专题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在此项报告中也第一次明确地对内部控

制进行了界定。H. Gutling 和 M. Bionaz 在 2018 年的研究中指出，企业所处的外

部经济环境本质上是持续演进的过程；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稳固地

位，企业必须强化其内部控制机制，旨在及时探测潜在风险并采取适应性应对策

略[1]。Stefan Hunziker 于 2017 年的研究强调，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多个维

度的强度与效能，包括监督活动的严密程度、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即投入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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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关系）、部门间协同工作的高效性以及整个组织结构的灵活性 [2]。

Mengmeng Luo 同样在 2017 年的研究中提出，企业的内部控制实质上是一种有

力的风险管理和防控手段。COSO 明确界定了内部控制，以确保财务报表的可靠

性、公司运作的合法性[3]。Klein（2021）使用近 300 家欧洲银行的样本，表明所

有权集中导致了更大的资本缓冲，这与利益一致理论和特许价值理论一致。研究

结果表明，当外部控制较低时，银行所有者意识到失去特许权价值的风险，并强

调不应孤立于外部治理因素讨论银行的内部控制[4]。 

2.内部控制对企业影响的研究 

Daniel Manurung 在 2015 年的研究中，通过对大量问卷数据和信息进行系统

收集，选择了有针对性的抽样方法，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展开了深入研究。结果

显示，组织承诺对抑制员工欺诈行为具有积极作用，然而，当涉及内部控制的适

度有效性和与司法组织的关系时，组织承诺却呈现出了消极影响[5]。Amanda N. 

Peterson 在 2018 年的研究中发现，采用任期限制和选举财务官员等制度安排均

与企业的内部控制紧密相关，并且这些选举政策对提升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起到

了正面促进作用，进而也间接地增强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6]。与此同时，Kanthana

在 2018 年的研究工作中，运用数据调查法，针对泰国工业企业的运营数据进行

了详细探究，特别关注成本管理质量如何影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决策可靠性。

结果显示，成本管理质量与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和决策的可靠性呈正向关联。此外，

研究还揭示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与决策可靠性对于企业整体业绩具有积极的推

动效应[7]。Wali S（2020）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来研究内部控制和实际收益管理（REM）

之间的关联，研究结果显示，高的内部控制指数对 REM 有负面的影响，更好的

内部控制确实使财务报告更可信。此外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和监控是

主要影响 REM 的重要因素[8]。Anh T 在 2020 年的研究中探讨了决定企业内部控

制有效性的多种因素，并明确提出，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机制、控制活动的

执行、信息沟通渠道以及监督机制构成了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键组成部分。

另外，也有学者关注到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背景下的新变化，对此环境下内部控制

的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9]。 

3.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标准与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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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标准被设计用于精准评估企业内部控制的实际效果。美

国、英国、加拿大以及中国等国家均已制定各自的权威内部控制评价标准体系。

具体而言，1992 年，美国 COSO 委员会发布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明确

了内部控制的定义、目标及其构成内容。随后在 1999 年，又补充了关于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的相关程序和标准。至 2002 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作出了规定，同年 10 月，COSO 委员会在《企业风险管理——整合

框架》中进一步拓展了内部控制的构成要素，由原来的五大要素扩充至八大要素，

旨在更新和完善内部控制的内容。应用 COSO 框架作为评价标准有助于企业优

化内控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企业整体战略目标。Adrianto（2018）强调，评价

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标准并非仅局限于财务报表审计层面，而更应关注其在降低影

响企业战略目标实现风险方面的功能[10]。Paletta A（2016）则建议，可以从企业

公开披露的内部控制报告中提炼出评价指标体系，如果企业在报告中承认存在内

部控制缺陷，则可视作内部控制失效[11]。 

在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方法的具体实践中，Sung-Sik Hwang（2004）聚焦于

企业内部环境，运用定性研究方法选取了组织结构、企业文化、业务活动等多个

评价指标，并结合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权重，以此综合评判企业内部控制的执

行状况[12]。而 Ellis Kofi（2016）采用定量研究方式及广义最小二乘经济计量估计

技术模型检验了内部控制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虽然上市银行在内部控制

设计层面上表现出有效性，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能完全保证其有效性；因此，有

效的内部控制要求在设计和执行两方面均达到有效状态[13]。Chee Chong Hong 和

T. Ramayah（2018）通过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的研究证实，内部控制的实施与员工

参与度、管理层承诺及政府监管等因素同企业安全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从而

突显了内部控制有效实施的重要性[14]。 

1.2.2 国内文献综述 

1.内部控制的相关概念与研究 

徐习兵（2013）的研究揭示，相较于财务控制理论，内部控制理论因其在国

内外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中受到的持续高度重视与积极推动，导致该理论体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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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更为全面的发展和完善[15]。郭菲菲（2014）认为在网络会计环境下，内部控

制理论可被应用于保护和管理网络会计系统中的财务信息，确保准确、可靠和安

全的数据处理过程[16]。陈军霞（2016）经过对国内外关于内部控制本质内涵的深

度研究后总结，内部控制的本质属性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化经营管理制度[17]。

而陈燕（2017）立足于马克思人文主义视角，融合公司社会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理

论，构建了一套以人为本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18]。姚徐超（2021）进一步强调，

在企业发展的战略视角下，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两者不可或缺，它们对于企业的

稳定运营至关重要，并被视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

之一。因此，研究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理论对企业发展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现实意

义[19]。杜勇（2021）以成本效益原则作为约束条件，运用贝叶斯法则，分析内部

控制评价过程中审计师鉴证作用对内部控制评价及执行有效性的作用机理。理论

分析有助于当前我国企业建立较完善的内部控制执行程序及执行机制，以促进企

业内控系统在执行层面的健全[20]。 

2.内部控制对企业影响的研究 

李咏梅（2021）在其研究中揭示，融资约束对企业绩效造成显著负面效应，

并指出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这种负面效应会被放大。不过，内部

控制的存在可以减轻融资约束对企业绩效产生的不利影响。具体来说，企业的内

部控制水平越高，越能有效地抵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融资约束负面影响的放大

作用；而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情形下，这种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缓冲调节作

用并不显著[21]。另据曾靓在 2021 年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所做的研究显示，强

制性实施内部控制审计有助于减少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

这种积极作用在高风险企业、信息高度不对称以及委托代理问题较为突出的企业

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强制性内部控制审计通过降低企业风险水平、缩小信息不对

称差距以及缓解委托代理问题，从而间接降低了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22]。沈烈

（2022）回顾了内部控制对企业风险管理影响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后，发现内部控

制作为企业合理保证目标实现的控制过程，是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内

部控制会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风

险[23]。史恭龙（2023）研究表明，采掘业上市企业安全投入与企业价值呈显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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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关系；企业的内部控制越好，企业的价值也越高；内部控制在安全投入与企

业价值之间发挥调节效应，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增强安全投入对企业价值的正向

影响[24]。白玺艳（2023）研究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

的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

值的关系，从而驱动数字化转型和实现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25]。段华友（2023）

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内部控制

质量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间起中介作用；对于民营企业和东部地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26]。俞燕（2023）认为，

内部监督与内控评价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内控评价成果的转化应用

[27]。 

3.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标准与方法研究 

在中国，对于内部控制有效性标准的研究最早体现在相关的政策法规制定上。

早在 1996 年，我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正式发布了《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 9 号——

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这一准则以法定形式确立了内部控制的定义及其评价标

准。2000 年底，中国证监会推出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这

一规定为评估企业在信息披露环节中内部控制是否合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随着

时间推进至 2008 年 6 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正式发布，该文件明确提出

了一个适合中国公司发展和管理需求的内部控制五要素框架，标志着我国内部控

制体系建设的重大跨越。到了 2010 年 4 月，《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随之出

台，为中国公司评估自身内部控制效果提供了详尽且科学的指导标准，成为众多

企业参照使用的评估基准。陈文川（2015）基于 COSO(2013)新框架以及《行政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中对高校内部控制的规定，运用网络层次分析

法确定了高校内部控制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整体有效性评分，致力于为高校提供

一套科学、精确且实用的自我评价工具，以推动高校管理职能从传统的管理模式

向服务型模式转变[28]。李庆玲（2018）则以 2014 年至 2016 年间上市公司发布的

内部控制缺陷认证规范为评价标准，对企业进行了深度剖析，尤其关注那些董事

会自主制定内部控制规范并与监管部门规定相符的公司，并据此得出结论[29]。李

建军（2020）强调，在评估公司内部管控有效性时，一个关键考量因素是公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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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体系是否与企业内部管控制度相互契合，同时提出财务信息的整合是提升

企业内部管控有效性的关键路径。他指出，重视财务信息的融合对于改进公司内

控制度、增强内控实力和管理水平，以及提高内控实施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30]。 

关于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和方法的研究，李素英（2017）采用了熵权法构建了

一整套面向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围绕内部控制目标精选评

价指标，并借助熵权法赋予各指标权重。通过以 M 事业单位作为实证案例进行

应用验证，研究表明这套评价体系能够对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进行更为综合全面的

评估，为事业单位建立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31]。齐玲（2018）

则运用层次分析法，从涉税业务操作实践、相关制度与监管机制、纳税筹划策略

三个维度构建了一套适用于高校并可量化的涉税业务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她

对该体系进行了实际应用，通过对云南省 K 高校的专项评价研究发现，尽管该

校涉税业务内部控制总体表现优秀，但在岗位配置、稽核监控、纳税筹划策略以

及政策宣贯等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32]。杨维莉（2018）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方法设

计了高校业务层面内部控制的定量评价模型，并使用 MATLAB 软件对量化评价

结果进行了直方图和折线图的可视化分析。她以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为实例验

证了此方法的有效性，证实这种方法不仅便于计算，而且直观性强，对于高校精

准定位业务层面内部控制的不足之处提供了有力的参考依据[33]。董玲（2019）从

灰色系统理论出发，创造性地将灰色聚类法应用于高校内部控制评价结果分析中，

开发出基于灰色聚类法的高校内部控制评价模型，通过实例分析成功识别内部控

制的薄弱环节，有助于政府部门采取“以评促建”的方式改进高校内部控制工作

[34]。吴颖（2020）巧妙地结合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一套贴合煤

层气企业实际情况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并以此对煤层气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了

定量评价。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五要素中内部环境和风险评估占比较大，同时要

对煤层气企业控制活动给予足够重视，以保证煤层气企业持续稳定发展[35]。孟珂

羽（2021）从公立医院内部控制评价的制度建设、组织领导、原则、指标体系、

程序与方法、结果运用等 6 方面介绍了公立医院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

施，并对公立医院如何做好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展开思考[36]。赵叶灵（2021）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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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动力学的原理，从管理制衡与资金监控机制、风险评估与流程控制机制、信

息沟通与评价监督机制三个方面整合高校内控评价体系整体运行机制，并提出完

成流程再造、设计管理权限、强化管控能力、提高人员素质等保障措施[37]。 

曲京山（2018）在 ANP 的基础上引入 Fuzzy 可以弥补两两比较中的模糊性，

把模糊问题定量化，减轻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程度，提供更加客观可靠的

评价结果。因此，他结合高校经济活动及业务特点，创新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

(ANP)与模糊综合评价法(Fuzzy)，从影响高校内控潜在风险的指标出发，构建适

用于高等院校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38]。夏鹏（2022）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大都是自

评价，少有聘请第三方进行评价的。即使是上市公司，也都是以自评价报告为基

础，内部控制审计更多地是对企业内部控制自评价的复核。最终会导致内部控制

评价流于形式[39]。杨雪颖（2023）认为在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优化中需要应用

到运用整合观，融合要素导向和目标导向两种评价模式，形成模式整合，同时进

行流程整合以及指标整合。同时可以将非经济关键业务纳入评价指标体系，进而

促进对非经济关键业务管控，有助于实现业财融合中经济与业务活动内部控制的

全覆盖[40]。 

1.2.3 文献述评 

透过文献检索可发现，早在国际范围内，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就已经积累

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我国具有显著的参考价值。尽管我国在内部控制有

效性的研究起始阶段相对较晚，但近来学术界对此议题的关注与投入显著增强。

通过系统梳理我国在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领域的理论进展、方法创新以及指标体

系的演变过程，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正在稳步发展且不断取得突破。

近年来，相关政策和指导性文件不断出台，政府和社会开始逐渐重视内部控制有

效性。对企业而言，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需要通过评价来确定，这是一个循环的过

程。良好的内部控制是企业稳定发展的基础。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企

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就学术角度而言，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方法可以

分为综合评价方法、控制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控制措施运行效果评价方法、风

险评估方法和比较分析方法 5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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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综合评价方法是通过对多个评价指标进行综合加权，以得出企业内部

控制有效性的综合评价指标。常见的综合评价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TOPSIS 法

以及模糊综合评价法。控制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是指基于控制目标的达成情况来

衡量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例如通过比较企业内部控制实施情况与制定的控制目标

之间的差距来评估。控制措施运行效果评价方法是针对具体的内部控制措施，可

以通过评估其运行效果来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方法可以包括数据采集和

分析、调查问卷调研、实地观察等，以确保控制措施的运行是否能够实现预期效

果。风险评估方法通常包括对风险的识别、分析和评估，并通过检查企业内部控

制措施的适应性和有效性来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比较分析法则是通过指标的

相对排名、百分位数等统计指标进行比较，并结合专业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来

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不同的评价方法适用于不同的情境和目的，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法可以更全

面地评估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因此，针对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

本文选取了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层次分析法

帮助建立评价体系并分析不同层次的因素，模糊综合评价则处理评价指标的不确

定性和模糊性。定性分析结合定量分析，可以大幅度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研究旨在针对西安热工院的内部控制现状，通过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提

出优化对策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效能。 

第一章为绪论，包含对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的阐述，探讨了研究现状，描述了

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并概述了研究的技术路线。其中，本研究旨在研究西安热工

院的内部控制现状，通过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应用，提出优化对策

以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 

第二章阐述了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包括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有效性、委托

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同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研究 

10 

时，本章还介绍了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方法，重点介绍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

合评价方法。 

第三章介绍了西安热工院的基本情况，包括组织架构和经营情况，并分析了

其内部控制现状。 

第四章介绍了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及问题分析。首先，本章介绍

了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的构建原则，接着针对西安热工院的特点，设计了适

用于该企业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标，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内部

控制有效性评价。最后，本章针对评价结果进行了单项和综合评价结果分析。在

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分析了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包括内部环境建

设不够完善、风险评估管理意识缺乏、控制活动成效不足、企业内外部信息传递

受阻以及内部控制监督职能缺失等。 

第五章提出了优化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对策，主要涵盖了优化企业

内部环境建设、完善企业风险管理机制、提升控制活动执行效力、拓展内外信息

交流渠道，以及强化内部控制监管职能等方面。 

第六章为结论与展望，概括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和成果，并对未来深入研究的

方向进行了展望。 

总之，通过对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现状进行评价，本研究为该企业提出了优

化内部控制的对策，对于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1.3.2 研究方法 

1.案例分析法 

为确保研究的有效性，提升研究结论的指导意义，本文选择了西安热工研究

院作为研究对象。以该院的内部控制情况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内部控制有效性评

价的具体思路和方法，旨在为其他类似企业制定更优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提供理

论支持。通过对案例企业现有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

行深入分析，提出了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具体措施。 

2.问卷调查法 

为了评价案例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本文向理论与实务界的专家发放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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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问卷，并请各位专家填写。随后收回问卷，并对有效问卷进行整理和数据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并初步了解案例企业的内部控制情况。 

1.4 研究技术路线 

本论文旨在对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和优化，探讨该企业内部

控制存在的问题，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提出优化方案。具体来说，本研究将首先

介绍内部控制的概念和理论基础，重点研究《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

引，然后对西安热工院的内部控制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同时，本研究将探讨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的建立原则和方法，构建评价模型，

并对该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最终，将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包括内

部环境建设的优化、风险管理机制的完善、控制活动执行力度的提高、内外信息

沟通渠道的拓展，以及内部控制监管职能的加强等方面。本研究对于提高企业内

部管理水平和防范风险具有实际意义，同时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有望为相关企

业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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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内部控制 

1972 年，美国审计标准委员会发布了《审计准则公告》，其中规定了企业内

部控制的重要性。该规定强调，为了在特定情况下提高经营效率并有效地获取和

利用各种资源以实现既定的经营目标，单位需要实施一套制度和措施[41]。接着，

2008 年 6 月，财政部、审计署、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该规范强调了公司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明确了对内部控制的定

义。其中所述内部控制的定义为，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

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42]。这个过程的目的在于确保企业能够通过科学

合理、严谨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实现其既定的控制目标，包括但不限于保障企

业资产的安全完整、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法律法规的有效遵循、企业战略目标

的顺利实施以及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强调，内部

控制不仅仅限于财务控制，而是涉及企业的各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控等核心要素。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全面而严谨的

内部控制体系，企业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有效地识别和应对各种风险，

促进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保障企业的稳健运作和持续健康发展。内部控制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企业管理政策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一种精密严谨的操作程序，深深植根于企业从创立之初到发展壮大、

再到持续运营的全生命周期之中。内部控制的存在是为了确保企业经营活动的合

法性、效率性、效果性和风险防范能力，从而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保障企业资

产的安全完整，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构建一个完善且富有弹性的内部控制框架是企业运营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

节，它对于确保企业稳健经营、防范风险、提升管理效能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

内部控制并不是一次性构建即可一劳永逸的静态体系，而是需要随着企业内外部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研究 

14 

环境的变化、经营理念的革新、发展目标的调整以及业务流程的演变等多重因素

的影响，不断地进行改进、优化和调整[43]。 

2.1.2 内部控制有效性 

在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方面，主要包含双层概念，体现在公司内部控制设计

的有效性和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其一，设计的有效性，指的是某项内部控制

单独或连同其他控制能够有效防止或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重大错报，企业所实施的

内部控制措施、政策能够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COSO 在《内部控制——整

合框架》针对五要素分别给出了的细述原则作为权威参考；其二，指内部控制在

设计有效的前提下，在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能够得到持续的贯彻和执行，即得

以一贯执行，进而促进上市公司达到内部控制的五大目标[44]。总之，公司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就是衡量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与实际执行效果之间的一致性和匹配度，

旨在通过严谨的制度设计和严格执行，确保企业的内部控制能够真正服务于企业

的战略目标，助力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稳健运营，实现持续、健康的发

展。 

本文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探讨深入且全面，具体涵盖了内控制度的设计

与运行两个关键维度。首先，在内控制度设计方面，公司秉持与时俱进的理念，

紧随现行内部控制制度的步伐，通过多种方式持续优化和完善自身的内控制度。

其中，穿行测试作为一种重要的手段，用于验证公司内部控制流程的连贯性和有

效性，确保所有的业务流程均能按照设计意图顺利进行，且能有效防范潜在风险。

与此同时，公司每年都会编制并发布内部控制自评报告，通过自我评估和审查，

查找内部控制体系的薄弱环节，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以实现内部控制

体系的螺旋式上升和完善。在设计内控制度时，公司始终坚持扎根于内部控制五

要素，即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控，并结合公

司特有的发展战略、业务形态和行业特点，构建出既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又

切合公司实际发展现状的、具有实战价值的内部控制制度。其次，在内控制度运

行方面，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不仅体现在设计的科学合理上，更重要的是看其在实

际操作中的贯彻执行情况。内部控制有效性指的是在公司内部控制设计有效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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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通过执行控制测试，结合公司相应的内部控制政策，判断该公司现行的内

部控制制度是否得以一贯运行[45]。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根基在于内部控制五要素在

公司实际运营中的彻底贯彻和严格执行，其最终的表现形式则是公司能够顺利实

现内部控制的五大目标，包括：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维护资产的安全与完整、

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经营效率与效果以及实现战略目标。通过这种全面而深

入的内部控制体系运行，公司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提升运营质量和效

率，从而保障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企业必须面对各种可能的内外部风险，因此需要

具备预见并有效地管理这些风险的能力。在风险管理中，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显得

尤为重要。此外，优秀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还有助于企业实现其目标和制定战略策

略[46]。 

2.2 理论基础 

2.2.1 委托代理理论 

1933 年，Berle 和 Means 的研究揭示了现代企业中控制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

现象。这一发现激发了后续研究的发展，在 20 世纪 70 年代，Mirrless 等学者进

一步推动了委托代理理论的显著进步。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在于，委托人与代理人

之间存在一种分离状态，并在承认“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确立了两个基本原

则：一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可能存在冲突；二是两者间的信息不对称性。理

论着重于基于这些假设构建最优契约，旨在有效激励代理人行为[47]。 

随着理论的深化，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委托代理关系模型，如基础模型、代理

人市场声誉模型、棘轮效应模型等，以寻求在委托方（企业所有者）和受托方（企

业管理者）之间找到利益平衡点。 

在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中，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委托代

理关系，双方均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企业所有者作为委托方，主要目标是实

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增值；而管理者作为代理方，则着眼于最大化个人福利，包括

薪酬、休息时间、社会地位和名誉等。这种关系内在存在于企业之中，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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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影响各自决策与行动。由于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委托代理契约中不

可避免地产生代理成本问题，旨在保护委托方的利益免受侵害[48]。管理者可能利

用自身在管理信息上的优势谋取私利，从而损害所有者利益。 

为了实现共享目标，企业所有者必须承受一定的代理成本，采用激励和监督

机制促使管理者与自身目标趋向统一。内部控制机制应运而生，它旨在满足对管

理活动进行激励和监督的需求，通过系统性的管控与监督，确保企业的经营管理

活动符合价值最大化的目标，防止管理者因追求个人私利而牺牲企业价值，侵犯

所有者的权益。内部控制实质上是管理者用于掌控和引导企业运营方向的关键工

具，其质量体现了管理者实际执行与既定管理目标间的契合程度[49]。 

委托代理理论在本文中主要体现在对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及优

化对策的深入分析中。该理论的应用贯穿了整篇论文，从本节的基本假设和模型

的讨论，到具体实施策略的提出，均体现了委托代理问题在企业内部控制中的核

心地位。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从内部环境建设、风险管理机制的完善、控制活

动执行力度的提升、内外信息沟通渠道的拓展，以及内部控制监管职能的强化等

多个角度，详细探讨了如何运用委托代理理论来解决西安热工院所面临的内部控

制问题。通过构建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和优化企业内部环境，旨在降低代理

成本，提高治理效率；通过实施前瞻性风险防范措施和完善风险评估管理体系，

期望能够更好地识别和应对潜在风险；通过加强监督机制和专业知识培训，致力

于提升控制活动的执行力；通过优化内部信息传递机制和改善外部信息沟通渠道，

力求打破信息壁垒，促进信息的有效流通；最终目标是通过加强内部审计部门的

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及完善多层次的监督机制，构建一个更加健全和有力的内部

控制监管体系，从而确保企业能够稳健、高效地运行。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1984 年，弗里曼在其著作《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的分析方法》中对涉

及企业各个维度并与之有着深度关联的组织和个人——即利益相关者的管理理

论进行了深层次探究。在这部作品中，他详尽研究了那些与企业经营活动息息相

关的多元主体，这些主体构成了企业内外复杂关系网络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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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这些对象可以是为企业运营提供资金支持的股东或出资人，还有维持企

业正常运转的员工。除此之外，还包括企业供应链上下游的供应商和消费客户等

等。除了这些直接相关者，还有政府、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会间接地影响企业的

生产经营，甚至包括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50]。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和

发展紧密相连。其中一部分人，像股东和出资人，与企业共同分享经营风险。如

果企业的经营不善，利益相关者将承担经济损失的风险。另一部分人为企业的运

营付出代价，比如社区的环境可能会因为企业的生产经营而受到损害。还有一群

人负责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包括政府机构、社区居民以及媒体等。因此，在

制定经营决策时，企业应该全面考虑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接受各方对企业的

约束。利益相关者是指以不同的权力和职能为依托，通过多种手段对公司的运营

发展施加影响，从而达到满足公司和相关团体目标的目的[51]。利益相关者范围涵

盖了对公司发展具有影响力的各个团体。其中企业是对公司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

利益相关者之一，通过维护并巩固交易关系，保障和增加自身利益，以及承担相

应风险来获取收益。企业应当重视对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关注，全面考虑各利益相

关者的利益，为此付出努力。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具备全民所有

制的特点，承担着国家发展的重要责任和应尽的角色[52]。因此，国有企业的公司

治理需要同时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整体和细节两方面进行治理，并逐渐

向多维度的治理模式转变。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本文中主要体现在对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及

优化对策的全面分析中。该理论强调企业应当平衡各方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利益，

并关注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第 4 章和第 5 章中，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如何运

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来优化西安热工院的内部控制。首先在优化企业内部环境建设

方面，着重考虑了如何通过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来提升企业的整体环境质

量。其次，在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和实施前瞻性风险防范措施时，充分考虑了各利

益相关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利益诉求，以确保风险管理措施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同时，在加强监督机制和专业知识培训方面，也注重提升利益相关者参与内部控

制的能力和积极性。此外，在优化内部信息传递机制和改善外部信息沟通渠道方

面，致力于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提高信息透明度和沟通效率。最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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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加强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并完善多层次监督机制，旨在建立一个

更加公正、有效的内部控制监管体系，以保障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通过

这些措施的实施，我们期望能够提升西安热工院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实现企业与

利益相关者的共赢发展。 

2.3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方法 

2.3.1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是一种强有力的、广泛应用的多

准则决策方法，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托马斯·L·萨蒂（Thomas L. Saaty）于上世

纪 70 年代提出。该方法通过将复杂问题分解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层次结构，通

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有效地处理了决策过程中涉及的多个目标和多因素

问题，特别是在面对那些因素之间存在层级关系、部分指标难以直接量化的情况

下，层次分析法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和适用性。 

在应用层次分析法时，首先需要对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明确问题的

构成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出包含目标层、准则层、方案层等多

级结构的层次模型。在这一过程中，决策者或专家团队需通过主观判断或客观数

据，对各个层次中的元素进行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和量化评估，通常采用成对比较

的方式，给出各元素之间的相对优先级。 

进一步地，通过将这些定性比较转换为定量数据，并采用数学计算方法（如

和比例标度法），确定同一层次中各元素相对于上一层元素的相对权重。这一过

程不仅反映了各要素在整体决策中的相对重要性，也为后续的综合评价和方案优

选奠定了基础。 

最后，通过层层递推，将底层方案层的评价指标向上逐层合成，直至达到最

顶层的目标层，从而获得各个备选方案相对于总目标的优劣排序和综合得分。层

次分析法因其操作便捷、逻辑清晰、结果易于理解和解释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

战略规划、项目评估、资源分配、政策制定等领域，成为处理复杂决策问题不可

或缺的有效工具。层次分析法的具体思路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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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层次分析法基本思路图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是一种结构化决策方法，其

基本流程可通过图表清晰呈现。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首先是从宏观层面入手，将

复杂多维的实际问题进行系统性拆解，将其逐步细化成多个相互关联的子问题或

因素。这一拆解过程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基于对问题本质和目标的深刻理解，确

保每一层级的因素都能够对应到问题解决的不同维度或层次。 

在问题逐层分解过程中，需要对每个细分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明确其属性、

特征及其在整个决策过程中的功能定位。同时，层次分析法的核心环节之一是梳

理和构建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表现为因果关系、影响关系或隶

属关系等，通过这些关系的梳理，可以将看似散乱无序的因素有序地归类整合，

形成一个多层级、有序的树状结构模型，这就是所谓的层次结构模型。 

在模型构建完成后，层次分析法进一步通过成对比较和定量赋权的方式，分

析和确定每个底层指标元素对于顶层目标或解决方案的关键重要性。通过采用数

学方法和心理测量手段，对各个因素进行相对重要性的量化评估，从而为每个因

素赋予一个权重值。这些权重值不仅反映了各个因素在实现最终目标过程中的相

对影响力，也成为了后续综合评价和决策制定的重要依据。 

经过这一系列的分解、梳理、比较和赋权过程，层次分析法最终能够将复杂

问题简化为一个易于理解和处理的层次结构模型，从而帮助决策者从全局视角出

实际问题

多个因素

层次结构

因素相对重要性

权重向量

综合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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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确定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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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系统地、科学地解决实际问题，制定出最具可行性和有效性的解决方案。 

2.3.2 模糊综合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源自模糊集理论的评价方法，尤其适用于处理那些环

境复杂、因素多样且存在模糊不确定性的评价问题。这种方法是在美国控制论专

家 L.A.Zadeh 于 1965 年首次提出模糊集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模糊集用来

表述现实世界中事物边界模糊、性质不确定的现象。在模糊综合评价中，评价者

不再受限于传统的二元逻辑思维，而是能够借助模糊数学工具，对评价对象的属

性和特征进行多级模糊量化描述。 

在具体操作层面，模糊综合评价法首先运用模糊变换原理，将原来难以直接

量化的模糊因素转化为可以度量的模糊语言变量，并通过构建模糊评价矩阵，对

各个评价指标进行模糊化处理和量化赋值。然后，该方法依据最大隶属度原理，

即当评价对象对某个评价等级的隶属度最大时，就将其判定为该等级，以此来判

断和确定评价对象在不同等级间的隶属程度。 

模糊综合评价法还充分考虑了评价对象的层次结构关系，通过逐层分解和综

合，将不同层次的评价指标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评价体系。评价过

程中，它不仅依赖于严谨的数学模型，同时也高度重视专家经验和主观判断的作

用，使得评价结果更加贴近实际情况，增强了评价的客观性和实用性。 

最终，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一系列严谨的计算和综合评分过程，得出评价对

象在各个等级上的模糊隶属度，并据此确定其在整体评价体系中的位置。这种方

法凭借其对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有效处理，以及评价结果的直观性和系统性，已

在诸多领域如企业管理、工程决策、环境评价、医疗诊断等复杂问题中得到广泛

应用，为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简明有效的方法论支持。 

首先，需确定评价对象的因素域 U。 

评价指标的集合 U，设 ，构成了评价指标的主体，其中

为评价指标因素，评价指标的个数为 n。 

第二步，确定评语等级。 

 1 2u ,u , , unU =

( )1 1,2, ,u 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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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评语集 是指对被评价指标因素变化情况的集合， 为

评价指标的评价结果，评价结果一般划分为三到五个等级，等级的具体内容根据

指标情况进行划定。 

第三步，确定指标权重。 

设 为权重分配模糊矢量，其中 表示第 i 个因素的权重。 

第四步，建立隶属度矩阵 

隶属度矩阵 R 表示被评价指标因素对等级模糊子集的隶属度，在确认隶属

度关系时，可采用专家评价法。 

 

第五步，获得模糊综合评价结果 T 

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如公式（2.7）所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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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现状调查分析 

3.1 西安热工院概况 

3.1.1 基本情况 

西安热工院是一家成立于 1951 年的研究机构，先后隶属于燃料工业部电业

管理总局中心试验所、电力工业部技术改进局、水利电力部技术改进局。目前，

该机构的股权结构已经经过调整，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份占比 64%，成

为控股股东。此外，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也参与了投资，持有 12%的股份。西安热工院作为一

个专注于能源电力技术研发的专业机构，多年来在科研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获

得了 80 多个国家级科研成就奖项和 550 多个省部级科研成就奖项。此外，该院

拥有 3500 多项国内外专利和 700 多个软件著作权，参与制定了 2 项国际标准、

110 多项国家标准和 450 多项电力行业标准。同时，该院在技术专著方面出版了

130 多本作品，为能源电力科技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西安热工院秉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紧密围绕实践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积极融入国家

基础研究创新体系和国家现代产业体系，旨在建设国家级能源电力原创技术策源

地以及现代产业链的长期发展。致力于以下多个领域的研究和应用：燃煤电站污

染物控制、综合能源节约、高度灵活的发电方式、独立可控的工控系统、电力网

络的安全性、智能发电技术、电站化学和水处理技术、高温金属材料、新能源技

术、核能技术、储能技术、燃气轮机技术、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技术以及电

气技术。积极从事科技研发、技术服务以及成果应用。 

3.1.2 组织架构 

西安热工院拥有一支庞大的科技人才队伍，现有超过 850 名具备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总人数的 71%。其中，超过 120 名为博士研究生。同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8A%9B%E5%B7%A5%E4%B8%9A%E9%83%A8/1572300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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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院还有 500 多名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员工，占总人数的 45%。其中，超过

160 人担任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西安热工院还积极引进了一批在业界享有盛誉

的高水平科技专家。共有 9 名专家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称号，其中 4 人入选

了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此外，还有 1 名中青年专家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

献专家。此外，10 人荣获陕西省三秦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称号，还有 6 位专家

被任命为华能集团首席专家。西安热工院还聘请了 10 位首席科学家和首席专家。

下图 3.1 显示了公司管理部门的组织架构： 

 

 

图 3.1  管理部门组织架构图 

 

3.1.3 经营情况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掌握西安热工院的控股权，对其股权的决策和控制力

产生重要作用。根据华能国际在 7 月份发布的半年报，上半年的营收为 1260.32

亿元，同比增长 7.84%，净利润为 63.08 亿元，同比增长 109.67%。公告指出，

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电力产量同比增长，同时净利润的增长主要

归因于国内煤炭价格下降和电力产量上升，以及境外子公司中新电力利润的大幅

增长，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华能国际 2023 中期年报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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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 

（2023 年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6032267458 116869061918 7.84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308284637 3008687276 109.67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71276098 3833670603 45.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59731750 20087646052 -31.5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

度末增减（%）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1675397173 108535478，172 21.31 

总资产 516495194666 502605977488 2.76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过去两年下游火力发电企业普遍陷入严重亏损，主要是

受到电煤成本居高不下的影响。自今年以来，煤炭价格开始下滑，与此同时，电

力行业政策出台了多项利好政策，且上网电价有所上调，这一系列措施逐渐改善

了火电企业市场的预期。作为火电行业的领导者，华能国际在过去两年一直处于

巨大亏损的状态，然而在上半年火电板块成功逆转了亏损，引起了广泛关注。就

华能国际的国内电力业务板块而言，火电业务获利增长了近 100 亿元，增幅达到

了 106.55％，成功实现了由亏损到盈利的转变。然而，水电业务的利润降幅最大，

上半年仅为 0.01 亿元，同比下降了 97.39％。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华能国际燃煤、燃机板块利润总额（亿元） 

就原料端而言，在国内，煤炭供应保持着较高的水平。进口煤的供应量与去

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而非电力煤的需求低于预期。因此，库存量达到了历史高

点，煤炭供需关系由紧平衡变为宽松。导致煤炭价格的波动下降。下行煤价降低

了该公司的生产成本。据华能国际中报显示，上半年该公司总共采购了 1.0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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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煤炭，增长率为 18.72%；同时，累计入炉除税标煤单价为 1137.76 元/吨，下

降率为 10.49%。在电力供应方面，华能国际中国内各电厂的总上网电量为 2111.48

亿千瓦时，增长率为 7.43%；该公司旗下的电厂每年平均利用时间达到 1799 小

时，同比增加了 39 小时。其中燃煤机组的利用时间达到了 2046 小时，同比增加

了 100 小时。燃煤机组作为该公司的重要项目之一，其中超过 55%的机组容量超

过了 60 万千瓦。此外，该公司还积极扩大供暖市场，增加供暖覆盖面积，供暖

总量达到 1.82 亿吉焦，同比增长了 2.39%。此外，原材料煤的成本有所下降，而

电力市场的供需紧张导致价格上涨并出现峰值，这促使以华能国际为代表的众多

火电企业实现了持续的盈利修复。 

根据华泰证券研报的分析结果，2023 年 4 月底以后的火电行情与 2015 年有

所不同。在 2015 年之前，火电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盈利水平，但是从 2023 年的二

季度开始，火电行业才刚刚开始从亏损转变为盈利。目前，煤电电价原则上已经

达到 100%市场化。在电力供需紧张的情况下，降低电价并不需要过分担忧。从

成本角度来看，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煤价格一直在下降。尽管 6 月份煤炭价格有所

回升，但与去年相比仍然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6 月份的生产

价格指数（PPI）显示，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

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价格出现了下降趋势，下降幅度在

14.9%至 25.6%之间，并且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在原料煤价格下降、电价上涨

以及新能源装机规模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多家机构对火电企业下半年业绩的持续

修复持有乐观态度。 

3.2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现状 

3.2.1 控制环境现状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企业内部控制情况，需要对企业的内部环境要素进行分析。

在分析企业环境时，应从组织框架、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社会责任等多个

方面入手。 

1.组织架构方面，西安热工院经过长期发展，已构建起一套较为合理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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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体系，采用了基于职能划分的扁平化管理模式。公司在推行多元化战略的过

程中，设立了管理部门、研发中心及专业部门等，有效落实了“让专业人才管理

对应业务”和“关键领域由总部集中统筹”的管理原则。 

2.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西安热工院以高度重视科技知识和技术实力为特征，

精心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薪酬与人力资源管理分别隶属于不同部门，通过搭建基

于业绩的薪酬评价系统确保公正性，管理层薪酬严格按照绩效考核结果予以发放。

公司积极制定与业务战略相契合的人力资源规划，并在人员招募过程中，严格按

照公司发展战略及个人能力进行严谨选拔。尽管每年都会实施员工培训计划，但

在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及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教育活动频次较低，尚待建立起有效

的激励机制。 

3.企业文化方面，西安热工院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

和产品质量作为企业发展基石。这些核心价值观贯穿于企业办公环境、管理制度

和各项活动中，通过官方网站、企业活动及员工手册等多种渠道深入人心，渗透

到管理、运营和生产的各个环节。企业秉承“以人为本，制度为基”的管理宗旨，

着力增强员工的归属感，提供优厚的福利待遇和绩效奖励，激励员工积极创新，

实现自我价值。 

4.社会责任方面，西安热工院始终积极响应环保号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

公司建立了完备的环保监控体系和多层次安全生产制度，定期对环境污染隐患和

安全生产状况进行检查报告，切实履行社会责任。近三年来，得益于严格执行一

系列安全规章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和操作规程，企业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按

照法规要求足额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定期举行厂区内安全演练和安全教育

培训活动，有效提升了全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 

3.2.2 风险评估现状 

作为一家举足轻重的大型国有企业，西安热工院在日常运营和管理中，时常

遭遇信息传递滞后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由于

公司业务繁杂，涉及大量跨部门、跨专业的信息交互，管理人员往往需要耗费大

量精力在海量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上，而这无疑增加了有效提取关键信息并进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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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响应的难度。 

在管理模式上，西安热工院一直以来倾向于较为保守的风险规避策略，旨在

通过严格控制和谨慎行事来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然而，过分保守的策略有时会

导致企业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反应迟钝，对突发性或潜在风险的捕捉和应对不

够迅速，从而无形中放大了潜在风险，甚至可能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西安热工院已经着手建立了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

负责对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估，并将风险管理的理念和制度

落实到公司的各个生产、经营和管理环节中。然而，尽管在制度层面已经制定了

相对完善的风险评估政策和流程，但在实际的企业文化层面，员工对风险评估的

认知尚显薄弱，缺乏自发的风险预防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风险管理制度

的有效落地。 

尽管公司已经设定了风险评估机制，但由于上述原因，在实际操作层面，西

安热工院在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应对上并未能实现预期的高效执行。由此，公司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审计机构的介入，这在某种程度

上影响了公司内部管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降低了日常运营决策的效率和效果，

难以充分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和业务发展愿景。因此，如何进一步强化内部风险

评估能力，提高全员风险意识，实现风险管理工作与日常运营的无缝衔接，已成

为西安热工院未来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3.2.3 控制活动现状 

1.日常运营方面 

西安热工院精细规划各部门、岗位及员工权责，明确审批流程，以保证运营

高效有序，奠定管理效率和决策质量基础。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授权管理系统，

实现审批流程自动化，减少人为干扰，提升审批速度和准确性，并通过实时通知

功能确保信息即时传递与协作。此外，系统内嵌在线交流平台，方便员工讨论审

批事务、共享信息，消除信息孤岛，保证审批决策正确性并优化流程，显著提高

审批效率。 

2.权责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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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热工院秉承精细分工、权责明确原则，尤其在采购环节构建严谨的内部

控制体系，确保运营高效且风险可控。首先，需求部门依实情提交详细采购申请，

确保需求合理准确。其次，财务部门严审预算，防止超预算采购。采购执行阶段，

专业团队负责市场调查、比价签约，保证采购透明公正、性价比高。收货后，仓

库部门严格质检、入库登记，确保实物与账面相符，并科学管理库存，降低成本。 

3.资产管理 

西安热工院采用精细化、专业化、协同化管理模式，有效管理和充分利用各

类资产。固定资产管理方面，特设部门负责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采购、登记、

使用、折旧和报废，并定期盘点核对，优化配置以提高资产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无形资产管理上，财务部门与管理层协同，确保无形资产价值计量准确、摊销合

理，并挖掘潜在价值以增强核心竞争力。财务部核算评估，管理层战略规划，共

同保护和增值无形资产。对于特殊设备和常用物资，设有装备库和仓库管理部门。

装备库专门管理关键设备进出存，确保良好状态并合理调度；仓库管理部门严格

遵循规章，规范采购流程，科学设定物资出入库审批，  

4.资金控制 

西安热工院建立了全面严谨的资金控制体系，确保资金使用的合规、合理与

高效。该体系规范了支付、审批、报销全流程，通过严格的支付流程控制每笔支

出，借助财务信息系统实时监控资金流，使其符合预算和业务需求。审批环节采

用授权系统设定不同业务类型的多层次审批流程，兼顾效率与决策合理性。报销

流程制定了详细的指引和规范，强化原始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杜绝违规行

为。 

5.绩效评估管理控制 

西安热工院拥有一套严谨公正的薪酬管理制度。董事会参考行业标准、公司

经营状况、市场竞争力等因素，经深思熟虑后制定薪酬标准，并交由职代会审议

批准，体现民主、透明及对员工权益的尊重。员工薪酬包含基础工资、工龄工资、

岗位工资，分别反映基本劳动价值、长期服务贡献及岗位特性。根据运营状况和

市场环境，福利工资灵活调整。中层干部实行年薪制，年薪与工作职责、团队业

绩挂钩，激发其积极性与创新力。研发人员除基础薪资外，增设研发提成和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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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成，鼓励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高管薪酬经集团公司严格审核，依据公司业绩、

战略目标完成情况等多方面综合确定，与公司整体利益、股东利益及长远发展相

一致，形成激励约束机制，保障西安热工院持续健康发展。 

3.2.4 信息沟通现状 

1.信息收集和传输 

西安热工院构建了多元化、立体化的信息收集和传播机制，确保管理层实时

获取内外部信息，科学决策并优化内部管理。内部信息方面，通过现代信息系统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管理层能实时查看分析业务数据，如项目进度、财务状况、

人力资源等，全面洞悉企业运营实况。外部信息获取上，密切关注政策法规、市

场需求等动态，与监管机构保持紧密沟通，及时掌握政策走向和监管要求，对潜

在外部风险有所预警。通过综合办公室统一处理监管机构来函，确保信息迅速传

达。 

2.信息传递 

西安热工院高度重视信息传递在内部管理与对外交流中的作用，构建多元化

立体化信息传递机制。对内，通过定期高层会议，管理层向治理层汇报运营、规

划、决策等，治理层传达战略指导；重大事项迅速报告董事会，确保决策依据充

足。对外，西安热工院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由高级管理人员负责信息披露，通过

新闻发布、公告、年报等途径，全面展现经营状况、财务数据和重大事件，树立

良好企业形象，赢得市场信任和社会认可。 

3.信息监督 

西安热工院构建了完备的举报机制和畅通的沟通渠道，以营造公正、透明、

诚信的企业文化。公司设立举报热线和网络平台，方便员工快捷举报违规行为和

舞弊现象，确保举报信息安全，匿名举报者的身份得到严格保密。 

3.2.5 内部监督现状 

西安热工院构建严谨全面的内部监察机制，核心在于各部门设置专职监察委

员，他们是经过专业训练、富有责任感和洞察力的人员，负责深入日常运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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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各部门严格遵守法规、公司制度和行业规范。监察专员密切关注业务活动，及

时发现并上报违规行为、效率问题和浪费现象，每月提交详尽的监察报告，提出

问题、改进意见及处理建议。 

1.监督活动制度 

西安热工院监督活动制度特别强化对后勤部门的全面监控和深度考核，提升

整体内控管理水平。后勤部门的业务包括设施管理、物资采购、服务保障等，通

过严格的监督机制保障其高效、合规、透明运作，为公司稳定运营打下基础。内

审机构在监督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进行日常全面审计及随机、专项审计，确保

所有业务符合法规、行业规范及内部制度要求。 

2.员工举报制度 

西安热工院在构建内部管理体系时，重视员工举报制度的作用，认为其有助

于提升效率、防止欺诈、保障员工权益和维护内部和谐。为此，西安热工院构建

了健全透明的举报机制，鼓励员工监督举报违规行为、不公待遇及管理疏漏等问

题。西安热工院制定了《投诉流程规范》和《举报监督行为手册》，详述举报范

围、流程、保护措施，规定了举报提交方式、处理时间、反馈机制等，确保员工

知晓如何有效利用举报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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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及问题分析 

4.1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构建 

西安热工院在其内部控制建设与执行过程中，充分借鉴了《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等相关法规要求，依据内部控制的五要素

——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构建了一套全面且符

合自身特点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这套体系不仅着重于财务层面的风险防控

和绩效考核，同时也涵盖了非财务性的经营绩效指标，旨在全方位衡量企业在战

略执行、风险管理、资源配置、合规经营等方面的内部控制效果。 

4.1.1 内部控制评价指标选择 

西安热工院在其内部控制建设与执行过程中，充分借鉴了《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等相关法规要求，依据内部控制的五要素

——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构建了一套全面且符

合自身特点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这套体系不仅着重于财务层面的风险防控

和绩效考核，同时也涵盖了非财务性的经营绩效指标，旨在全方位衡量企业在战

略执行、风险管理、资源配置、合规经营等方面的内部控制效果。 

在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上，西安热工院的高级管理层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

通过发布并实施一套严谨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了企业的价值观、道德观、组织

结构以及权责分配，确保所有员工都明确了解并遵循公司的政策与程序，从而塑

造了一个诚信、透明、责任分明的内部控制环境，这一坚实的基础为西安热工院

的稳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内部控制环境不仅是整个内部控制体系的灵魂，也是其他控制环节有效运作

的前提条件。西安热工院的董事会深刻理解这一点，他们在顶层架构设计上强调

了内控环境的重要性，确保决策过程科学化、规范化，要求各级管理层在日常经

营管理中，将内控环境理念渗透到各个层级和环节，使之成为防范风险的第一道

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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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西安热工院在制定标准、流程和规章制度时，特别注重环境控制的落

地实施，确保这些规则既能有效约束和引导员工的行为，又能通过对内外部风险

因素的全面评估，为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信息系统的建设和高效的沟

通渠道是实现有效控制环境的关键途径，西安热工院通过实时准确的信息传递、

上下级之间的开放沟通以及内外部审计监督机制，实现了对各类风险的及时识别、

分析和应对，确保了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 

企业的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涵盖多个核心领域。 

1.控制环境 

（1）员工价值观方面 

企业的高级管理层应积极倡导并实践一种深入人心的企业文化，它应包含对

合规性与道德性的高度重视。这意味着企业在制定内部控制原则时，必须将诚信、

公正、公开等核心价值贯穿始终，以此塑造正向的企业氛围，引导全体员工遵守

相关规定，并通过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对可能出现的偏差行为及时予以纠正，

促使员工行为始终保持在合法合理轨道上。 

（2）管理层独立性方面 

为了确保决策过程不受干扰，企业应赋予董事会充分的独立地位和权威，使

其能够在涉及企业重大事项，尤其是项目最终利益目标等方面作出客观公正的决

策。为此，企业需建立健全相应的内部控制系统，防止高层管理者滥用权力，规

避或破坏内控制度，确保内控制度的实际效力得到维护。 

（3）组织结构方面 

企业董事会应当全面审视并指导内控组织架构的设计与优化，合理分配权限，

确保高级管理人员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得以高效运作。同时，要根据企业内部各

层级的特点、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地域差异、合作伙伴关系等因素，细化和明确

各方面的权责义务，以保障内部控制机制在全公司范围内有序、有效地运行。 

（4）人力资源方面 

企业应着力于吸引、选拔、培养和保留优秀人才，通过构建完善的人力资源

体系，为员工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和成长机会，满足企业战略目标实现的需求。

优质的人力资源不仅能为企业创造持续竞争优势，还能增强投资者、监管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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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对企业的信任和支持。 

（5）内控人员责任方面 

管理部门必须肩负起制定高标准内部控制制度的责任，并配套明确的奖惩规

则，对内控制度执行的效果承担最终责任。与此同时，管理层和董事会应密切追

踪每位员工的内控执行状况，设立具有激励效应的奖惩机制和畅通的沟通渠道，

让员工清晰了解到他们的行为表现与企业期望和个人职业发展紧密相连，从而激

发员工积极参与内部控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推动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

运转和持续改进。 

2.风险评估 

（1）技术风险方面 

技术风险是西安热工院在科研项目实施过程中必须重点关注的风险类型。这

类风险源于技术研发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比如关键技术难题的攻克、实验设备

的技术性能匹配以及后期运维问题等。在项目启动之初，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需

求调研，确保项目设计目标的精准性和可行性。例如，在大型实验设施的配置上，

不仅要考虑设备本身的功能性需求，还要顾及实验室的整体布局、洁净度、通风

效能以及环保要求，诸如污水处理设施的配备等细节，任何一处疏漏或设计不当，

都有可能导致实验设备安装困难，实验室功能受限，进而引发实验进程受阻、工

程延期甚至成本大幅超出预算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2）政策风险方面 

西安热工院所处的行业与国家战略规划和技术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因此政策

风险不可小觑。国家和地方政府在税收优惠、产业扶持、环境保护、科技研发等

方面出台的新政或调整，均可能对西安热工院的项目开展带来直接影响。例如，

新的环保法规可能加大了科研项目的环保投入成本，而科技政策的变动可能改变

原有的研发投入导向，使得部分项目失去资助或支持力度减弱。对此，西安热工

院必须建立灵敏的政策预警机制，定期跟踪和评估政策动向，及时调整战略方向

和项目实施方案，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政策波动带来的潜在损失。 

（3）资金风险方面 

资金风险是关乎项目进度和成果产出的核心风险之一。西安热工院在项目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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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阶段，必须对资金使用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确保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与合理

性，既要满足项目实施所需的各项成本开支，又要防止资金浪费或短缺现象的发

生。在具体操作中，应强化对项目经费的审批、核算和审计环节，严格执行预算

管理制度，适时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一旦发现有超预算或资金使

用效率低下的迹象，应及时调整策略，同时加强与其他合作方的资金协调，确保

项目的顺利推进。 

（4）组织风险方面 

组织风险主要源自内部管理结构、团队协作以及跨部门、跨单位的协同配合

等因素。西安热工院作为项目的主要组织和实施者，其内部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直接决定着项目的成功与否。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务必明确各层次管理人员的

职责边界，确保指令传达的清晰无误，同时强化团队间的信息交流与共享，营造

和谐有序的工作氛围，提升整体工作效率。只有建立起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才

能避免因内部管理混乱、沟通不畅等问题而导致的项目停滞、延期或失败，从而

最大程度地降低组织风险的影响。 

3.控制活动 

（1）控制活动内容方面 

内部控制体系中的控制活动是确保企业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步骤，它涵盖了

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从最基础的授权审批、职责分离，到复杂的业务流程控制、

实物资产保护，以及业绩评价和报告生成等多个层面。这些控制活动的目的在于

辨识、量化和抑制企业运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通过设计和实施一系列

预防性、检查性和纠正性的控制手段，确保企业活动在管理层设定的授权范围内

进行，同时有效防止欺诈、失误和违规行为的发生。例如，授权控制要求所有经

济业务必须经过适当层级的授权后方可执行，而实物控制则关注资产的安全保管

和使用，防止资产的非正常损耗或损失。企业还通过持续的业绩评价来监控业务

活动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并据此对控制措施进行适应性调整，力求将各类潜在风

险降低至可接受水平，保障企业稳健运营。 

（2）控制活动信息化方面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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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控制活动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企业通过采用先进的信息化工具和系统，

不仅可以实现传统控制活动的自动化和精细化管理，而且能够对不断涌现的新型

风险进行更快速、更精准的识别和响应。例如，企业利用电子审批系统强化授权

控制，通过 ERP 等集成信息系统确保交易处理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同时采用数

据加密、防火墙等技术手段来保护信息安全，防止数据泄露、篡改等风险。对于

信息引入、处理、存储和输出等全过程，企业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信息化控

制活动，确保信息流在各个环节的流转过程中受到有效控制。 

（3）控制活动制度方面 

企业发展的基石是健全的管理制度，这其中包括了一系列针对控制活动的规

定和指南。企业通过编写详尽的内部控制手册、操作规程以及相关政策文件，将

控制活动具体化、标准化，并通过制度宣贯、培训教育等方式让员工深入了解和

掌握这些控制要求。通过制度化的手段，企业确保所有的控制活动都能够按照统

一的标准执行，无论是岗位轮换制度以实现职责分离，还是内部审计制度以核查

控制措施的有效性，都是为了形成一道道防线，将潜在风险牢牢锁定在可控范围

之内。同时，企业还会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业务发展需求，定期审查和修订

控制活动制度，确保其与时俱进，保持对风险的有效防控能力。 

4.信息与沟通 

（1）获取并利用优质信息方面 

在当今这个高度数字化和互联的时代背景下，信息与沟通的作用在内部控制

框架中显得尤为重要。内部控制整合框架视信息与沟通为一个动态循环的核心环

节，它犹如神经网络般贯穿于整个企业的肌体，驱动着战略规划、风险评估、控

制活动以及其他内部控制元素的协同运作。企业不仅需要及时捕捉和吸收涵盖生

产经营各方面的高质量信息，更要确保这一过程自上而下地由董事会和高级管理

层主导，通过制定合理的信息策略，确保这些信息能够在各级管理层及相关部门

间顺畅流动，以此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执行力。 

企业应当搭建一套完善的信息收集体系，不仅局限于传统的财务报表和经营

数据，还要包括市场趋势、客户反馈、行业政策等多维度信息资源。在信息筛选

和定义阶段，要遵循相关标准，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通过信息分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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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化等方式提升信息的质量。而在信息系统层面，企业应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手

段，优化信息处理流程，使优质信息能够迅速转化为可供决策参考的数据分析报

告，并通过正式的信息发布机制，如公告、会议、邮件通知等途径，在全公司范

围内明示重要信息及其影响，引导全体员工关注关键指标和重大变化。 

（2）内部信息交流方面 

企业内部的信息沟通是保证内部控制运行效率的关键一环。除了常规的上下

级汇报、部门间协调会议等形式外，企业还需要创建一种开放、透明的文化氛围，

鼓励跨部门、跨层级的互动交流，通过开展专题研讨、工作坊等活动促进知识共

享和问题解决。管理层不仅要清晰地传达战略目标和管理要求，还需确保这些信

息得到下属的理解和执行，为此，可以采用目标分解、任务追踪等多种方式，确

保沟通内容层层落实，步步到位。 

另外，企业应积极探索创新沟通渠道，例如，运用企业内部社交平台、移动

办公应用等现代化工具，提高沟通的时效性和便捷性，从而使得企业能够迅速应

对内外环境变化，快速做出响应，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决策效率。 

（3）外部沟通方面 

构建有效的外部沟通机制对企业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对外沟通不仅仅是传播

企业形象、品牌价值和经营成果，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与利益相关方的双向互动桥

梁，以便及时获取行业动态、竞争对手情报、市场需求变动等外部信息，帮助企

业前瞻性地预见并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为此，企业需积极参与行业协会、研讨

会、论坛等各种形式的行业交流活动，建立稳定的外部信息源渠道。 

同时，企业应主动向外部披露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战略规划、社会

责任履行、财务状况等核心内容，确保投资者、监管机构、供应商、消费者等各

类外部主体能全面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通过与政府、媒体、研究机构等多方合

作，企业可以获得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外部视角，进一步助力组织目标的成功实现。

在整个过程中，企业务必保持对外沟通的真实性、合规性和及时性，以赢得社会

各界的信任和支持。 

5.控制监督 

（1）独立评估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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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部控制体系中，控制监督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环节，其目的是为了确保控

制活动的有效执行，并及时发现、修正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漏洞。独立评估作为控

制监督的一种有效手段，其独立性尤为关键，意味着评估过程不受管理层或其他

部门的直接干预，确保评价结果的公正客观。企业可通过设置专门的内部审计部

门或者聘请独立第三方机构来进行独立评估，以确保对控制活动进行全面、深入

且不受偏见的审查。 

独立评估可分为定期的单一专项评估和持续性日常评估两种模式，或是两者

相结合的方式。持续性日常评估通常由具备丰富经验和专业技能的内部业务人员

负责，他们深入业务一线，密切关注和监督各项业务流程和控制活动的执行情况，

敏锐洞察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对业务流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进行全面系统的考量

和评估。这种常态化的自我监控机制，如同一面镜子，实时反映企业内部控制的

健康状况，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良性循环。而在实施独立评估时，企业应

根据不同的业务性质、风险等级以及控制目标，灵活确定评估的广度和深度，确

保覆盖关键控制点，以实现最优的评估效果。 

（2）内控缺陷评估方面 

内控缺陷评估是控制监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聚焦于揭示企业内部控制体

系中的潜在弱点、现存缺陷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企业需建立一套严密的缺

陷识别、记录、分析和整改机制，确保所有级别的内部控制都能经得起严格的检

验。在日常监控活动中，一旦发现内控缺陷，不论是设计上的缺失还是执行上的

不足，都应立即采取行动进行改进，必要时更新内控制度和流程，以降低风险发

生的可能性。 

同时，内控缺陷的评估结果应及时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确保他们对

企业的内控现状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并参与到内控缺陷的整改决策过程中。通

过透明、高效的沟通机制，使得内控缺陷的发现和改进得以在企业内部得到有效

传递和实施，确保内控监督不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真正落实到企业运营的

每一个角落，从而为实现企业的长期战略目标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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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确定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 

在此基础上，西安热工院围绕内部控制的五大核心要素——控制环境、风险

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监控，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构建。在设计

具体的二级评估指标时，首先对国内外有关内部控制的权威文献进行了详尽研读，

从中提炼出适用于西安热工院实际情况的关键指标。同时，紧密结合西安热工院

自身的特性，查阅并分析了《公司规章制度汇编》等内部文档资料，确保所构建

的评估体系既符合国际国内先进理论要求，又切合西安热工院的实际业务场景和

管理需求。 

此外，西安热工院还充分利用了近年来的内控审计报告，包括内部审计部门

的年度审计结果和外部专业审计机构给出的评价意见，这些数据和意见为设计评

估指标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和真实案例支持。同时，西安热工院十分重视员工

的意见反馈和专家建议，通过组织座谈会、调查问卷、一对一访谈等多种形式，

广泛征集并认真听取了内部不同层级、不同岗位员工关于内控工作的想法和建议，

力求使评估体系更接地气、更具实效性。 

通过一轮轮深入细致的一级和二级评估，西安热工院逐步完善了内部控制有

效性的评估体系，确保了该体系不仅覆盖了内部控制的各个层面，而且对每一项

指标的设定都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和切实可行的操作路径。这样的评估体系有助

于西安热工院精确把握自身内控工作的优势与不足，为后续内控工作的持续改进

和优化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依据，同时也为确保企业运营的规范性、效益性和安全

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 

西

安

热

工

院 

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控制环境

B1 

组织框架 B11 

组织结构合理，明确的岗位分工及不相容职务分

离，具有专业的内部控制人员及其胜任能力 

人力资源管理

B12 

人才招聘方式多元化，员工入职培训制度和激励与

机制完善 

企业文化 B13 企业文化制度建立健全，能够体现员工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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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控

制

有

效

性

A 

社会责任 B14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制度健全 

风险评估

B2 

技术风险 B21 

实施、开发或应用技术时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潜

在的负面影响 

政策风险 B22 

由于政府或相关机构的政策或法规变化而导致的对

企业或投资的不利影响的风险 

资金风险 B23 资金的使用，预算要与实际相吻合 

组织风险 B24 

因管理人员没有起到很好的联系与沟通作用，引起

的沟通不畅、意见分歧 

控制活动

B3 

职务分离控制

B31 

公司不相容岗位职责分工制度明确 

运营控制 B32 

资金营运全过程管理良好，面对营运过程中突发状

况可以及时处理 

资产管理控制

B33 

能够保证材料物资验收、入库、出库正常有序，资

产管理部门每年度盘点物资账实相符 

财务管理控制

B34 

确保资金安全、银行存款使用规范账款相符，能够

减少坏账情况，及时回收应收款项 

绩效考核控制

B35 

公司组织绩效指标设置情况公司经营计划达成情况 

信息沟通

B4 

内部沟通管理

B41 

内部信息顺畅流通，部门之间能够便捷共享信 

信息沟通

B4 

外部沟通管理

B42 

对外部监督机制沟通的渠道有效畅通，能够及时处

理外部的信息有所反馈 

信息质量 B43 信息高效且真实，能够有效支撑内控的运行 

信息系统建设

B44 

适应企业经营管理需要的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安全

稳定、高效便捷 

内部监督

B5 

监督机制 B51 

监督主体的独立性，监督部门能够对企业管理经营

活动中所有权力行使和流程进行检查 

问责机制 B52 据权责对应情况真实准确进行问题的追责处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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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问责过程实现公开透明 

自我评价机制

B53 

拥有完善的自我评价机制，定期进行自我评价 

 

4.2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模型构建 

4.2.1 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在在准备进行具体评价之前，必须确立可用作标准的要素，以支持评价结果

的确定。以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为例，通过对其详细情况进行全面且深入的信息搜

集和分析，可以对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进行分级划分，划分为 3

个不同的水平，如图 4.1 所示： 

 

 

图 4.1  层次划分图 

 

1.构建判断矩阵 

为了构建一个科学、准确且具有代表性的判断矩阵，本文采用了基于层次分

析法(AHP)的重要标度法，这是一种用于量化分析复杂系统中各元素相对重要性

的有效工具。具体来说，我们在设计判断矩阵的过程中，首先制作了重要性标度

图，此图表用于直观展现和比较同一层次内的各项元素相对于上一层次元素的相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A

控制环境 B1 风险评估 B2 控制活动 B3 信息沟通 B4 内部监督 B5

B11，B12  B21，B22  B31，B32  B41，B42  B51，B52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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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重，这样便于专家们进行直观、理性的评估。 

在实际操作中，以西安热工院为例，我们邀请了 20 位具有丰富管理经验和

专业知识的受访者，包括高层和中层管理者、主营业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

来自业界的外部专家，如表 4.2 所示。通过发放精心设计的调查问卷，我们收集

到了关于内控五要素在不同层面之间相互影响和相对重要性的主观判断数据。 

表 4.2  专家评估组人员构成表 

专家所属行业 

单位外

部相关

专家 

办公室

及人力 

资源部 

审计部 市场部 

财务 

预算部 

安全 

监管部 

科技环保部 

专家人数 1 2 3 4 3 3 4 

在回收的 20 份问卷中，经过严格的一致性检验，剔除了一份不符合一致性

要求的无效问卷，最终采纳了剩余的 19 份有效问卷作为数据分析的基础。在这

19 份问卷中，专家们需要根据自身经验和专业判断，对各层次指标间的相对重

要性进行一一比较，并通过评分的形式体现出来。 

然后，我们将每份问卷的评分结果汇总，构建了判断矩阵，并对每一份矩阵

进行了严格的一致性检验，通过计算一致性比率(CR)来衡量专家打分的一致性程

度。按照 AHP 方法的标准，若某份问卷的 CR 值低于 0.1，则表明该问卷的评分

结果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可以作为可靠的数据来源；反之，若CR值超过 0.1，

则该问卷的评分可能存在较大分歧，需要进一步核实或排除。 

接着，针对通过一致性检验的问卷数据，我们运用特征向量法对成对比较的

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提取出每一层指标的权重，并通过逐级递归运算，将方案

层面的各项要素权重传导至决策层，以期找到最优的内控策略组合，从而有效解

决西安热工院在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评价中的核心问题。这一过程既体现了定量

分析的严谨性，又兼顾了定性评价的专业性，为西安热工院的内部控制建设与评

价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和决策依据。 

 

表 4.3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层 A 判断矩阵 

A B1 B2 B3 B4 B5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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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1.00 1.00 0.50 1.00 1.00 0.1677 

B2 1.00 1.00 2.00 2.00 2.00 0.2919 

B3 2.00 0.50 1.00 1.00 3.00 0.2399 

B4 1.00 0.50 1.00 1.00 0.50 0.1459 

B5 1.00 0.50 0.33 2.00 1.00 0.1546 

如表 4.3 所示，B1 为控制环境，B2 为风险评估，B3 为控制活动，B4 为信

息沟通，B5 为内部监督。 =5.3660，CI=0.0915，CR=0.0817<0.1，通过一致性

检验。 

 

表 4.4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层 B1 判断矩阵 

B1 B11 B12 B13 B14 W 

B11 1.00 3.00 2.00 2.00 0.4316 

B12 0.33 1.00 2.00 1.00 0.2095 

B13 0.50 0.50 1.00 2.00 0.1950 

B14 0.50 1.00 0.50 1.00 0.1640 

 

如表 4.4 所示，B11 组织框架，B12 为人力资源管理，B13 为企业文化，B14

为社会责任。 =4.2411，CI=0.0804，CR=0.0893<0.1，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 4.5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层 B2 判断矩阵 

B2 B21 B22 B23 B24 W 

B21 1.00 2.00 3.00 0.33 0.2538 

B22 0.50 1.00 1.00 0.33 0.1364 

B23 0.33 1.00 1.00 0.33 0.1232 

B24 3.00 3.00 3.00 1.00 0.4866 

 

max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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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5 所示，B21 为技术风险，B22 为政策风险，B23 为资金风险，B24 为

组织风险。 =4.1171，CI=0.0390，CR=0.0434<0.1，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 4.6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层 B3 判断矩阵 

B3 B31 B32 B33 B34 B35 W 

B31 1.00 3.00 3.00 2.00 3.00 0.3987 

B32 0.33 1.00 1.00 3.00 1.00 0.1796 

B33 0.33 1.00 1.00 1.00 3.00 0.1796 

B34 0.50 0.33 1.00 1.00 0.50 0.1092 

B35 0.33 1.00 0.33 2.00 1.00 0.1329 

 

如表 4.6 所示，B31 为职务分离控制，B32 为运营控制，B33 为资产管理控

制，B34 为财务管理控制，B35 为绩效考核控制。  =5.4389， CI=0.1097，

CR=0.0980<0.1，通过一致性检验。 

 

表 4.7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层 B4 判断矩阵 

B4 B41 B42 B43 B44 W 

B41 1.00 2.00 3.00 3.00 0.4473 

B42 0.50 1.00 1.00 3.00 0.2403 

B43 0.33 1.00 1.00 3.00 0.2171 

B44 0.33 0.33 0.33 1.00 0.0953 

 

如表 4.7 所示，B41 为内部沟通管理，B42 为外部沟通管理，B43 为信息质

量，B44 为信息系统建设。 =4.1171，CI=0.0390，CR=0.0434<0.1，通过一致

性检验。 

 

 

max

max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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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层 B5 判断矩阵 

B5 B51 B52 B53 W 

B51 1.00 0.33 0.14 0.0975 

B52 3.00 1.00 1.00 0.3879 

B53 7.00 1.00 1.00 0.5146 

 

如表 4.8 所示，B51 为监督机制，B52 为问责机制，B53 为自我评价机制。

=3.0803，CI=0.0401，CR=0.0692<0.1，通过一致性检验。 

 

2.评价指标权重确定 

通过以上所得的各个判断矩阵，我们可以获得对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

评价的各项指标的具体权重，如表 4.9 所示。 

表 4.9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权重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综合权重 

控制环境 B1 0.1677 

组织框架 B11 0.4316 0.0724 

社会责任 B12 0.2095 0.0351 

企业文化 B13 0.1950 0.0327 

人力资源管理 B14 0.1640 0.0275 

风险评估 B2 0.2919 

技术风险 B21 0.2538 0.0741 

政策风险 B22 0.1364 0.0398 

资金风险 B23 0.1232 0.0360 

组织风险 B24 0.4866 0.1420 

控制活动 B3 0.2399 

职务分离控制 B31 0.3987 0.0957 

运营控制 B32 0.1796 0.0431 

资产管理控制 B33 0.1796 0.0431 

财务管理控制 B34 0.1092 0.0262 

绩效考核控制 B35 0.1329 0.0319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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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沟通 B4 0.1459 

内部沟通管理 B41 0.4473 0.0653 

外部沟通管理 B42 0.2403 0.0351 

信息质量 B43 0.2171 0.0317 

信息系统建设 B44 0.0953 0.0139 

内部监督 B5 0.1546 

监督机制 B51 0.0975 0.0151 

问责机制 B52 0.3879 0.0600 

自我评价机制 B53 0.5146 0.0795 

 

一级指标对应的向量： 

WA=（0.1677,0.2919,0.2399,0.1459,0.1546） 

二级指标对应的向量分别为： 

WB1=（0.4316,0.2095,0.1950,0.1640） 

WB2=（0.2538,0.1364,0.1232,0.4866） 

WB3=（0.3987,0.1796,0.1796,0.1092,0.1329） 

WB4=（0.4473,0.2403,0.2171,0.0953） 

WB5=（0.0975,0.3879,0.5146） 

4.2.2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内部控制有效性 

1.构建评价矩阵 

为了建立隶属度矩阵，采用了专家打分法以获取具体数值。具体而言，根据

每个具体等级评语的专家数量与总专家数量的比例来确定相应指标的隶属度。本

文所组建的评价方由 50 位与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管理相关的专业人士组成，他

们主要来自公司的各个部门，包括领导层、办公室、人力资源部、市场部、审计

部、安全监管部、科技环保部等，如表 4.10 所示。这些专家对指标的评价情况得

到了总体反映，如表 4.11、4.12 所示，。 

表 4.10  专家大分组人员构成表 

专家所属行业 办公室 

人力 

资源部 

审计部 市场部 

财务 

预算部 

安全 

监管部 

科技环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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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人数 7 7 7 8 7 7 7 

 

表 4.11  专家评价数据统计表 

评价 很差 较差 中 较好 很好 

组织框架 B11 4 16 18 6 6 

社会责任 B12 5 12 19 8 6 

企业文化 B13 3 15 18 8 6 

人力资源管理 B14 5 13 19 8 5 

技术风险 B21 3 14 18 8 7 

政策风险 B22 4 16 17 6 7 

资金风险 B23 7 16 14 8 5 

组织风险 B24 7 12 18 6 7 

职务分离控制 B31 8 7 18 9 8 

运营控制 B32 6 15 14 9 6 

资产管理控制 B33 7 16 14 8 5 

财务管理控制 B34 5 12 19 9 5 

绩效考核控制 B35 4 16 18 6 6 

内部沟通管理 B41 5 12 19 8 6 

外部沟通管理 B42 3 15 18 8 6 

信息质量 B43 5 13 19 8 5 

信息系统建设 B44 3 14 18 8 7 

监督机制 B51 4 16 17 6 7 

问责机制 B52 7 16 14 8 5 

自我评价机制 B53 9 11 16 8 6 

 

表 4.12  专家评价数据权重统计表 

评价 很差 较差 中 较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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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框架 B11 0.08 0.32 0.36 0.12 0.12 

社会责任 B12 0.1 0.24 0.38 0.16 0.12 

企业文化 B13 0.06 0.3 0.36 0.16 0.12 

人力资源管理 B14 0.1 0.26 0.38 0.16 0.1 

技术风险 B21 0.06 0.28 0.36 0.16 0.14 

政策风险 B22 0.08 0.32 0.34 0.12 0.14 

资金风险 B23 0.14 0.32 0.28 0.16 0.1 

组织风险 B24 0.14 0.24  0.36 0.12 0.14 

职务分离控制 B31 0.16 0.14 0.36  0.18 0.16 

运营控制 B32 0.12 0.3 0.28 0.18 0.12 

资产管理控制 B33 0.14 0.32 0.28 0.16 0.1 

财务管理控制 B34 0.1 0.24 0.38 0.18 0.1 

绩效考核控制 B35 0.08 0.32 0.36 0.12 0.12 

内部沟通管理 B41 0.1 0.24 0.38 0.16 0.12 

外部沟通管理 B42 0.06 0.3 0.36 0.16 0.12 

信息质量 B43 0.1 0.26 0.38 0.16 0.1 

信息系统建设 B44 0.06 0.28 0.36 0.16 0.14 

监督机制 B51 0.08 0.32 0.34 0.12 0.14 

问责机制 B52 0.14 0.32 0.28 0.16 0.1 

自我评价机制 B53 0.18 0.22 0.32 0.16 0.12 

根据上文二级指标隶属度表中隶属度值可以确定隶属度矩阵： 

 

 

1

0.08 0.32 0.36 0.12 0.12

0.1 0.24 0.38 0.16 0.12

0.06 0.3 0.36 0.16 0.12

0.1 0.26 0.38 0.16 0.1

R

 
 
 =
 
 
 

2

0.06 0.28 0.36 0.16 0.14

0.08 0.32 0.34 0.12 0.14

0.14 0.32 0.28 0.16 0.1

0.14 0.24 0.36 0.12 0.14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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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糊综合评价 

在模糊综合评价集 WB1 的基础上，引入通过层次分析法和评价矩阵建立的

权重集向量，然后将它们与 WB1 相结合，进行相应的模糊运算： 

 

 

 

3

0.16 0.14 0.36 0.18 0.16

0.12 0.3 0.28 0.18 0.12

0.14 0.32 0.28 0.16 0.1

0.1 0.24 0.38 0.18 0.1

0.08 0.32 0.36 0.12 0.12

R

 
 
 
 =
 
 
  

4

0.1 0.24 0.38 0.16 0.12

0.06 0.3 0.36 0.16 0.12

0.1 0.26 0.38 0.16 0.1

0.06 0.28 0.36 0.16 0.14

R

 
 
 =
 
 
 

5

0.08 0.32 0.34 0.12 0.14

0.14 0.32 0.28 0.16 0.1

0.18 0.22 0.32 0.16 0.12

R

 
 

=
 
  

1 1 1

0.08 0.32 0.36 0.12 0.12

0.1 0.24 0.38 0.16 0.12
0.4316,0.2095,0.1950,0.1640

0.06 0.3 0.36 0.16 0.12

0.1 0.26 0.38 0.16 0.1

0.0836,0.2895,0.3675,0.1427,0.1167

BT W R= 

 
 
 =





 
 

=

（ ）

（ ）

2 2 2

0.06 0.28 0.36 0.16 0.14

0.08 0.32 0.34 0.12 0.14
0.2538,0.1364,0.1232,0.4866

0.14 0.32 0.28 0.16 0.10

0.14 0.24 0.36 0.12 0.14

0.1115,0.2709,0.3474,0.1351,0.1351

BT W R=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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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一步得到的二级指标的模糊评价结果，构建一级指标的评价矩阵 R： 

 

接下来，将上述评价矩阵与一级指标层的权重集向量进行进一步的模糊评

价。： 

( )

3 3 3

0.16 0.14 0.36 0.18 0.16

0.12 0.30 0.28 0.18 0.12

0.3987 0.1796 0.1796 0.1092 0.1329 0.14 0.32 0.28 0.16 0.10

0.10 0.24 0.38 0.18 0.10

0.08 0.32 0.36 0.12 0.12

0.1320 0.2359 0.3335 0.1684 0.1302

BT W R= 

 
 
 
 =
 
 
  

=

（ ， ， ， ， ）

， ， ， ，

( )

4 4 4

0.10 0.24 0.38 0.16 0.12

0.06 0.30 0.36 0.16 0.12
0.4473 0.2403 0.2171 0.0953

0.10 0.26 0.38 0.16 0.10

0.06 0.28 0.36 0.16 0.14

0.0866 0.2626 0.3733 0.1600 0.1176

BT W R= 

 
 
 =





 
 

=

（ ， ， ， ）

， ， ， ，

( )

5 5 5

0.08 0.32 0.34 0.12 0.14

0.0975 0.3879 0.5146 0.14 0.32 0.28 0.16 0.10

0.18 0.22 0.32 0.16 0.12

0.1547 0.2685 0.3064 0.1561 0.1142

BT W R= 

 
 

=
 
  

=

（ ， ， ）

， ， ， ，

0.0836 0.2895 0.3675 0.1427 0.1167

0.1115 0.2709 0.3474 0.1351 0.1351

0.1320 0.2359 0.3335 0.1684 0.1302

0.0866 0.2626 0.3733 0.1600 0.1176

0.1547 0.2685 0.3064 0.1561 0.1142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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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相关数据可知，西安热工院在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方面，很差、较

差、一般、较好、很好的可能性分别为 11.48%、26.40%、34.49%、15.13%、12.50%。

之后，依据最大隶属度标准可知，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处于一般水平。 

4.3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精心设计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模型，我们对西安热工院的内部控制体

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量化评估。该模型以内部控制五要素为核心，结合西安热工

院的实际情况和业务特点，制定了详细的二级评价指标，并运用上述提到的判断

矩阵，通过收集并整合各位专家及内部管理者的观点和意见，对各评价指标进行

了科学严谨的赋权。 

 

在完成所有评价指标的成对比较和权重计算后，我们运用数学模型和统计方

法，对西安热工院的内部控制进行了综合评分计算。这个综合评分是对西安热工

院内控体系总体效能的一个量化的反映，它可以较为准确地描绘出内控体系的当

前状态，帮助我们识别出哪些环节做得较好，哪些环节仍存在不足，从而为下一

步改进措施的制定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依据。 

为了方便理解和比较，我们选择了直观易懂的百分制来划分内部控制有效性

的评价范围。在这一评价体系中，评语集向量 涵盖了从最

低分到最高分的所有可能评分区间，用以描述企业内部控制在各个方面的表现。

例如，当综合得分为接近 100 分时，表示企业的内部控制非常有效，各项制度和

措施得到了充分执行；相反，较低的得分则意味着企业在某些内控环节存在明显

短板，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改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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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5 0.2709 0.3474 0.1351 0.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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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种方式，西安热工院不仅可以根据综合评分来评价其内部控制的有效

性，还可以进一步挖掘分数背后的具体问题所在，针对薄弱环节制定出针对性强、

可操作性强的改进措施，以持续优化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

战略目标和长远发展。 

表 4.13 中列出了评价标准： 

表 4.13  评价标准 

 

在应用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模型之后，企业的综合评分直接反映了其内部控

制的实施成效与设计质量。具体来说： 

对于那些获得超过 90 分高分的企业，这不仅象征着其内部控制体系设计层

面具有高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和适应性，而且在实际运行中，全体员工都能够严

格遵循内部控制的各项规定和程序，确保了整个内控体系的有效执行和落地。这

意味着这类企业在风险管理、合规性要求、资产安全保护等方面表现出色，内控

环境健康有序，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当企业的综合评价得分为 70 至 90 分区间时，则表明尽管该企业的内部控制

体系在设计上基本达到理想状态，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疏漏或者

执行力不足的现象。这可能表现为部分员工对内控制度的理解和执行不够到位，

或者是在某些特定流程和环节上，内控机制未能得到全面而有效的贯彻。此类企

业尚需加强内控制度的宣贯培训，提高全员遵守意识，以及加强对内控执行情况

的监督和考核，以期逐步缩小设计与执行之间的差距。 

对于综合评分位于 50 至 70 分区间的公司而言，它们面临的挑战更加显著。

这种得分暗示了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员工对内部控制体系的执行普遍存在问

题，往往无法做到精确无误，同时也暴露出内部控制体系设计层面的不完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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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关键控制点缺失、控制活动设计不合理等情况。这类企业亟待系统梳理

内控制度，修订不健全的部分，并通过强化培训、监督以及考核手段，引导员工

正确理解和执行内控制度。 

最后，倘若一个企业的综合评价得分低于 50 分，那么这无疑是一记警钟，

意味着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在设计和执行两方面均存在重大缺陷。这反映出员工

未能有效地实施内部控制，导致内控制度形同虚设，同时也揭示了管理体系顶层

的设计失败，包括内控制度本身可能存在严重的漏洞和无效性。这种情况下的企

业不仅要在内控设计上下功夫，重新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内控框架，更需要管理

层高度重视，从上至下推行内控文化的塑造，建立健全内控制度的沟通机制和反

馈渠道，确保内控体系能够在实践中得以重塑和有力执行。 

4.3.1 单项评价结果分析 

1.一级指标分析 

为了有效确定一级指标的最终评价水平，首先以各一级指标隶属度为基础，

与不同一级指标的具体得分相结合，随后与一级指标的对应权重进行结合，一级

指标所对应的向量是： ，进而得出相应的指标

权重最终评价结果。根据隶属度与指标得分计算（ ）： 

 

一级指标最终得分： 

YB1=58.3908×0.1677=9.7833 

YB2=58.2256×0.2919=16.9960 

YB3=58.5761×0.2399=14.0527 

YB4=59.1880×0.1459=8.6385 

YB5=56.1295×0.1546=8.6772 

 A 0.061 0.055 0.305 0.051 0.529W = ， ， ， ，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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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上述计算结果可知，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一级指标评价结果

从大到小排列为：控制环境＞控制活动＞风险评估＞内部监督＞信息沟通。 

2.二级指标分析 

根据隶属度与指标得分计算二级指标： 

 

根据以上计算规则，将上述运算结果与二级指标权重进行综合评判，得出各

二级指标的最终得分如表 4.14 所示： 

表 4.14  二级指标评价得分表 

二级指标 得分 

组织框架 B11 57.60  

社会责任 B12 59.20  

企业文化 B13 59.60  

人力资源管理 B14 58.00  

技术风险 B21 60.80  

b

0.08 0.32 0.36 0.12 0.12

0.10 0.24 0.38 0.16 0.12

0.06 0.30 0.36 0.16 0.12

0.10 0.26 0.38 0.16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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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风险 B22 58.40  

资金风险 B23 55.20  

组织风险 B24 57.60  

职务分离控制 B31 60.80  

运营控制 B32 57.60  

资产管理控制 B33 55.20  

财务管理控制 B34 58.80  

绩效考核控制 B35 57.60  

内部沟通管理 B41 59.20  

外部沟通管理 B42 59.60  

信息质量 B43 58.00  

信息系统建设 B44 60.80  

监督机制 B51 58.40  

问责机制 B52 55.20  

自我评价机制 B53 56.40  

 

根据提供的二级指标评价得分表，西安热工院在多数评价维度上表现良好，

尤其是在技术风险管理、内部沟通管理以及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得分较高，显示出

该院在这些领域的管理和控制能力较强。然而，资金风险管理得分最低，提示该

院在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存在一定问题，需要重点关注和改进。同时，人力

资源管理、资产管理控制、财务管理控制、绩效考核控制以及监督和问责机制等

方面的得分也相对较低，表明这些领域还有提升的空间。因此，建议西安热工院

针对资金风险、人力资源管理、资产和财务控制以及监督问责机制等方面制定具

体的改进措施，以进一步提高管理效率和风险防范能力。 

4.3.2 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隶属度与指标得分计算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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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综合评价得分为 58.1538，显示了在经营活动中内部控制体系存在一

定问题，其设计并不完善。因此，需要结合单项评价结果来进一步提升。 

根据评价标准，如果综合评价得分介于 70 到 90 分之间，表明在落实内部控

制体系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体系设计相对较为完善。若得分在 50 到 70 分之

间，则说明在经营活动中未能正确执行内部控制体系，且体系设计并不完善。而

如果得分低于 50 分，则意味着未能有效地落实内部控制体系，其设计存在明显

问题甚至失效，同时企业管理层未能组织好内部有效的控制制度沟通。 

根据给出的评价标准，我们可以对表 4.14 中的二级指标得分进行分析。 

进一步分析各个二级指标，我们可以看到： 

西安热工院在多个方面的内部控制存在问题。首先，内部环境建设不够完善，

这可以从组织框架（得分 57.60）和人力资源管理（得分 58.00）的相对较低分数

中看出。其次，风险评估管理意识缺乏反映在资金风险（得分 55.20）和组织风

险（得分 57.60）的得分上，这两个指标的得分低于其他风险类别。 

控制活动成效不足体现在资产管理控制（得分 55.20）和财务管理控制（得

分 58.80）上，这两项指标的得分表明在资产和财务方面的控制措施需要加强。

企业内外部信息传递受阻则可能是由于内部沟通管理（得分 59.20）和外部沟通

管理（得分 59.60）虽然得分不错，但信息质量（得分 58.00）的得分较低，说明

信息传递的内容和质量有待提高。 

最后，内部控制监督职能缺失可以从监督机制（得分 58.40）和问责机制（得

分 55.20）的较低得分中推断。这两个指标的得分显示监督和问责体系可能不够

健全，无法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综合以上分析，西安热工院需在内部环境建设、风险管理意识、控制活动效

果、信息传递以及内部控制监督职能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加强，以提升内部控制的

整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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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分析 

4.4.1 内部环境建设不够完善 

良好的组织环境是内部控制顺畅运行的基石，它确保内部控制制度不仅满足

企业管理的需求，而且能够得到全方位、有效的实施。然而，当前西安热工院在

构建和维护内部控制环境方面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西安热工院的现行模式显得相对陈旧，未能及时引入

和应用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绩效考核和薪酬制度作为激发员工积极性和创造

力的重要手段，在企业中并未得到广泛推广和有效实施。它们往往只局限于企业

的高层管理人员和极少数高级研发人员，而广大的普通员工则难以触及这些激励

机制。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不仅严重挫伤了员工的工作热情，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整体的工作效率和研发成果的产出。特别是对于那些负责管理公司重要资产的

维护管理人员而言，他们肩负着重大责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企业内部控

制体系的实施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企业在薪酬体系设计和福利

激励措施方面的不足，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并未得到充分调动。这一现象在一定程

度上削弱了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因为员工的积极参与和主动作为是确保内控

制度得以执行的关键驱动力。具体来说，如果企业未能构建一套公平、合理且富

有激励性的薪酬福利制度，员工可能会出现消极怠工、责任心不强的现象，这不

仅会影响企业日常运营的效率和效果，而且会在重要资产管理、使用和流动的过

程中埋下隐患。例如，在资产购置、保管、处置等环节，员工可能会因为缺乏足

够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导致资产流失、闲置或使用不当，增加了资产折旧加速、

使用效率低下乃至资产舞弊风险的可能性。薪酬福利制度的不完善还可能导致企

业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内部控制人才，使得企业在面临复杂的内控环境和业务

挑战时，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保障。久而久之，这种内在的激励机制缺失将会进

一步加剧企业内控环境的恶化，使得内控五要素中的控制活动执行乏力，风险评

估失准，信息沟通不畅，内部监督失效，从而严重影响企业的稳健运营和长期发

展。因此，企业在构建和优化内部控制体系时，必须高度重视薪酬福利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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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和完善，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效降低潜在的风险发生概率。 

就员工培训而言，西安热工院的做法也显得较为片面。虽然公司定期开展一

些员工培训活动，但这些活动主要集中在安全生产方面，而对于员工的实践能力

和个人素养的培养训练则相对忽视。这种片面的培训方式导致员工的技术水平无

法得到有效提升，进而影响了他们对先进生产系统和制造设备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当公司引进新的生产系统和制造设备时，由于员工技术水平的局限以及培训效果

不佳，这些先进设备往往无法在最初阶段充分发挥效能，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生产

效率和产品质量。 

在企业文化方面，尽管西安热工院将创新和质量视为核心价值，但在文化传

播和理念扩展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缺失。尽管企业文化的提升主要体现在管理水平

和外部宣传上，但基层员工尚未完全融入企业文化，缺乏对其的深入理解和认同

感。他们主要接触到安全和质量等方面的文化，对于内控理念的了解程度相对较

低。这种文化断层现象影响了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和执行，可能导致内控制度的

形式化，以及工作的机械化。 

综上所述，西安热工院在内部控制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制

度设计上的缺陷，也有实施过程中的不足。 

4.4.2 风险评估管理意识缺乏 

企业内部控制的一个核心环节是风险评估和管理，它如同企业的“免疫系统”，

帮助企业识别、预防和应对各种潜在风险。通过构建科学的风险评估管理体系，

企业能够进一步提升对财务危机的敏感度，并建立起有效的预警机制。但令人遗

憾的是，当前西安热工院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风险评估和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西安热工院在这方面的认知和构建的

重视程度却相对较低。这种态度直接导致了其内部控制风险评估管理的效果大打

折扣。内部审计部门，作为风险管理的“守门人”，虽然已经开始尝试向风险导

向型审计转变，但其审计的范围却仍然过于狭窄。 

目前，内部审计工作主要聚焦于公司内部运营和财务管理的常规审查上，对

于公司战略愿景、市场风险、发展风险等外部因素的考量却显得力不从心。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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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的审计方式不仅限制了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潜力，也使得企业在面对复

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时难以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 

更为严重的是，西安热工院在风险应对方面也显得较为被动和滞后。在大多

数情况下，企业只有在风险已经发生或者显现出明显迹象时，才会开始采取相应

的补救措施。这种事后处理的方式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损失，也暴露出其在风险防

范方面的明显短板。由于缺乏前瞻性的风险防范措施，企业在面对未知风险时往

往手足无措，无法有效地规避或减轻风险的负面影响。 

4.4.3 控制活动成效不足 

鉴于内部控制对企业稳健发展的重要性，西安热工院已经在关键环节和重要

业务上实施了适应性控制程序和缺陷分析，以确保各项业务活动的顺利进行。为

了实现这一目标，该公司在流程控制活动的设计上下足了功夫，力求做到全方位、

无死角。然而，尽管控制程序和流程设计得相当完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暴

露出了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员工对于内部控制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导致

控制活动往往流于形式，无法真正起到应有的约束和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公司

在内部控制方面的监督和考核机制也不够健全，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使

得员工在执行控制程序时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责任心。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也给企业的稳健运营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西安

热工院需要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的宣传和培训工作，提高员工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同时，还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督和考核机制，加强对员工执行控制程序的监督和考

核力度，确保内部控制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西安热工院在内部控制执行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主动性和对执行控

制活动重要性的低估。这种态度导致了在授权审批控制活动中，员工们往往缺乏

积极规避风险的意识，进而影响了执行质量的整体提升。在授权审批的流程中，

虽然各级审批流程都设有多重核查和层层风险规避的机制，但由于缺乏主动性，

这些核查和规避往往只是走形式，无法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待审批文件提交

时，各级管理人员更注重文件和要求的符合性，是否满足上一级审批的要求，而

对于文件的内容本身却缺乏主动再次审查的意识。这种被动的审批方式导致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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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级审批过程中，控制效果的大打折扣，增加了企业运营的风险。此外，在过程

控制方面，执行者同样缺乏控制的主动性。他们通常只是把完成过程要求放在第

一位，而只是在过程中满足基本要求，缺乏对过程的深入思考和主动控制。例如，

在预算编制和分析报告的过程中，大多数情况下只是简单地套用之前的申请文件，

缺乏对预算和分析报告的实质性内容的深入挖掘和思考。这种缺乏主动性的控制

方式不仅无法保证过程的质量和效率，也无法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同样地，在研发环节，控制活动也仅仅关注完成符合工艺要求的文件，而缺乏对

研发过程的实质性内容的控制。这种只注重形式而忽视实质的控制方式不仅无法

保证研发成果的质量和创新性，也无法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综上

所述，西安热工院在内部控制执行方面存在的缺乏主动性和对执行控制活动重要

性的低估等问题已经对企业的稳健运营和持续发展带来了潜在的风险。 

其次，企业的内部控制体系中存在明显的监督机制短板，即在活动监督方面

缺乏持续性、细致入微的跟踪管理。内部审计部门和财务部门虽在事后审计和核

验工作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局限在对已完成的事务进行回顾性审查，缺乏

对正在进行的控制活动进行主动介入和实时监控的能力。这种滞后性的监督模式，

无法及时发现并纠正控制活动在执行过程中的偏差，也就无法确保控制活动的实

际效用得到充分发挥。 

在具体的监督实践中，企业的监管很大程度上仅依赖于书面材料和文件的审

查，而对于业务活动本身蕴含的风险，未能进行深入、全面的再评估和分析。例

如，在审核需求计划、研发计划以及资产选用等重要环节时，企业往往忽视了对

资源消耗合理性的验证，不能够准确判断这些业务活动是否符合适用的法规政策、

是否与企业战略目标相吻合，以及是否能够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最大化效益产出。 

另一方面，监督人员在业务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上存在局限性，尤其在诸如预

算编制要求、采购需求制定以及研发过程控制等专业领域的监管上表现得不尽人

意。这种知识结构的欠缺，使得监管人员无法准确把握和分析业务活动的实际成

本，更无法确保对控制活动执行效果的评估和监控具备应有的精度和可靠性。 

目前，企业的监督活动过于侧重于形式上的合规性，对控制活动实质性的风

险防控效果关注不足，这就导致了很多控制行为表面看似完善，但实际上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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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出实质性风险防控作用，仅止步于“做了”，而非“做好”。因此，亟需改进

和完善监督机制，强化对业务活动全过程的深度参与和动态监管，确保企业的内

部控制体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有效抵御和化解各类潜在风险。 

4.4.4 企业内外部信息传递受阻 

为了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确保公司的信息能够迅速且有效地传达到各个部

门和子公司至关重要。信息的及时传递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内部的协同合作，还能

够帮助企业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抓住机遇。为此，西安热工院已经制定了一系列

内部信息管理制度和规范，旨在确保信息的顺畅传递和高效利用。 

为了支持日常活动和业务运营，西安热工院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信息化建设。

公司采用了专业的信息系统来管理各类信息，例如使用用友财务软件来处理财务

数据，办公系统软件来支持日常办公和协作。这些信息系统的应用大大提高了信

息处理的效率和准确性，为企业的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然而，实地调研表明，

西安热工院在内外部信息沟通方面仍需改进。公司官网作为对外展示形象和传递

信息的重要窗口，需要进一步完善信息页面建设。官网应该及时更新新闻动态，

展示企业的最新成果和进展，同时提供便捷的联系方式和在线服务功能，方便客

户和合作伙伴与企业保持联系。此外，公司还需要配备专门的技术人员来维护网

站，确保网站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其次，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传递的重要支撑。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设备更

新换代的速度也在加快。为了确保信息传递的顺畅，西安热工院需要及时跟进设

备更新的步伐，升级硬件设备和网络设施，提高信息传输的速度和质量。 

另外，西安热工院在内部信息传递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部门之间的职

责分工和信息壁垒，有时候信息传递会出现延迟或者失真的情况。为了应对这一

挑战，公司需要加强内部沟通机制的建设，消除部门之间的信息障碍，促进信息

的共享和交流。同时，还应加强员工培训和指导，提升员工的信息素养和能力，

确保他们能准确理解和执行管理层的决策。 

除此之外，西安热工院的研发活动在信息传递层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一

方面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线上的方式进行信息交换与共享。例如，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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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通讯软件微信、电话会议、企业级通讯平台钉钉等工具，进行内部研发信息

的高效同步，同时也与外部合作伙伴、供应商及相关机构进行信息交互，确保项

目进度的实时跟进和关键节点的无缝对接。 

另一方面，线下信息传递则依托于大量的实体文件和文档记录，这些文件涵

盖了研发流程的方方面面，从物料管理如研发领料单和物资交割清单，到项目阶

段性的成果报告，如可行性分析报告、小规模试验报告（小试报告）、大规模试

验报告（中试报告），再到研发成果的固化载体如研发档案，以及知识产权类文

件如专利信息等。这些书面资料不仅是研发过程各阶段工作内容、成果和问题的

详实记录，更是内部沟通和外部展示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对研发人员工作表现

进行客观评估的依据，如研发人员绩效考核表等。 

然而，虽然西安热工院在信息系统建设和外部沟通控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对

完备的机制，但在内部信息流通的规范性以及对外部信息的获取、整理和传递上，

依然暴露出一些内部控制的短板。举例来说，尽管当前主要通过微信、电话等即

时沟通工具实时确认研发进展并报告突发情况，但由于缺乏对关键信息和重大事

项的书面记录和存档，导致一些重要信息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追溯性和证据链完

整性受到损害，不利于问题的深入剖析和后续改进措施的制定与执行。此种情况

的存在，无疑对内控效果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在责任认定、追责机制落实等

环节上，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和障碍，亟需在现有信息传递体系中融入更为严

谨的书面记录和文档管理机制，以确保研发活动的全过程控制更为周密和有效。 

4.4.5 内部控制监督职能缺失 

内部监督在维护企业内部控制过程的修正和整顿方面，确实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内部控制的缺陷，还能推动企业不断完善

和优化内部控制体系，从而确保企业的稳健运营和持续发展。 

然而，在西安热工院的实际运行环境中，尽管在内部监察体系和人力配置方

面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是监察工作的实际执行效果并未能达到理想的预期。公

司倚重内部审计部门担当起内部监督的核心角色，通过预先设定的内部审计周期，

对全院的内部控制机制进行严格的审查与核实，其根本目标在于识别潜在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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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管理问题，确保企业的健康发展。不过，现行的内部审计主导的监督模式

存在显著的局限性。首先，由于审计工作往往集中于特定的时间段和事先安排的

审计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监督的层级局限性，内部审计部门更多时候只

能关注到内部控制表面上的执行情况，而较难深入挖掘和揭露那些潜藏在日常运

营深处的系统性、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源于企业文化、决策流程、职责界

定等深层次因素，如果没有穿透式、全方位的监察手段，很难触及和解决。其次，

受制于时间和地域的约束，内部审计部门在执行审计任务时往往无法做到对所有

业务环节进行全天候、无死角的覆盖。在瞬息万变的业务环境下，部分临时性的、

突发性的风险事件和内部控制失效问题可能在审计期间并未显现，导致这部分风

险无法被及时发现和有效遏制。这些局限性共同作用下，内部监督工作有可能演

化为一种机械的、形式化的例行公事，难以对内控体系产生实质性的改进和提升。

要想克服这些局限，西安热工院需要在现有内部审计体系的基础上，引入更为灵

活、高效的监督机制，例如加强实时监控系统建设、强化业务流程再造、提升内

部沟通与信息共享效率、建立健全持续风险评估机制等，从而确保内部监督工作

的全面性、及时性和有效性，真正发挥内部审计部门作为企业健康发展守护者的

职能。 

除了内部审计部门的常规监督作用外，西安热工院的独立董事和监事作为独

立于管理层的外部监督力量，其监督职责的发挥亦至关重要。独立董事凭借其独

立的身份和专业的素养，应当深入到公司的战略制定、经营决策以及财务报告等

核心环节中，以独立、客观的角度去审视和评估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执行情

况。监事则应重点监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运行、股东权益保护、内部管理规范

等方面，确保公司决策的合法合规，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然而，在实际操作

中，独立董事和监事的监督效能时常遭遇挑战。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他们

可能难以全面、准确地了解公司内部的控制环境和活动执行详情，这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他们有效行使监督职责。另一方面，即使独立董事和监事发现了内部控

制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落实过程中常常遭遇阻力，很难得到

公司最高管理层的充分重视和及时执行，致使部分有价值的改进建议未能转化为

实际的内部控制改进措施。为克服这一困境，西安热工院有必要进一步强化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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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和监事的角色和权力，通过建立更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强化与管理层的沟

通交流、制定监事和独立董事的权利保护与激励机制等方式，提升独立董事和监

事在公司内部控制监督中的影响力和执行力，从而在内部审计部门的基础上，构

筑起更为立体、有力的内部控制监督体系。通过内外部监督力量的协同配合，共

同推动西安热工院的内部控制体系不断完善和优化。 

此外，西安热工院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存在明显的问题。虽然公司在制度上设

立了检查、问责、整改等职能，但这些职能大多只是形同虚设，缺乏真正的监督

行为。许多中层管理者和基层员工对待这些制度往往抱着应付了事的态度，他们

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完成流程，而不是真正为了发现问题和推动改进。这种敷衍了

事的态度进一步削弱了内部监督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上层监督机构对此事的态度也显得颇为松懈。他们往往缺乏

足够的重视程度，对内部监督工作的推进和落实缺乏必要的关注和支持。这种态

度无疑进一步削弱了中层管理的监督和基层的自我监督能力，使得整个内部监督

体系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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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优化对策 

5.1 优化企业内部环境建设 

5.1.1 改进人力资源管理 

为了提升西安热工院的综合竞争力，人力资源管理的改进势在必行。其中，

完善绩效考核体系是关键所在。西安热工院应将绩效考核和薪酬制度全面覆盖到

所有员工，确保每个层级的员工都能明确自己的绩效目标，从而拥有持续的工作

动力和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这样不仅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更能增强他们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设定绩效指标时，西安热工院应摒弃单一的财务指标导向，

转而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标准。除了财务指标外，还应将生产效率、研发创新、团

队合作等多方面因素纳入考量范围，以更全面地评估员工的工作表现。这样的绩

效考核体系将更贴近企业的实际需求，有助于发现和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西安

热工院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实施差异化激励策略是提升西安热工院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关键一环。针对

不同岗位的独特性和员工的贡献度，定制化的激励方案能够更精准地激发员工的

潜能。例如，对于承担重要资产管理职责的员工，提供额外的福利和奖励不仅是

对其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其忠诚度的提升。这种差异化的激励方式，让员工深切

体会到自身价值的认可，自然而然地激发起更高的工作热情和投入度。通过精细

化的激励策略，西安热工院将能够打造一个更具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团队，为企业

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加强员工培训和发展是另一个关键措施。西安热工院是我国国家级能源电力

技术研发机构和科技型企业，拥有较强的科技人才队伍，从领导到工作人员都要

更加重视内部控制建设、自身专业能力和道德素质，增强工作人员共同参与并承

担责任的能力。定期对员工进行技能和素养培训，提升其实践能力和个人素质，

使他们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企业发展要求。同时，建立职业发展路径，

为员工提供晋升机会和职业规划指导，增强员工的职业满意度和归属感。这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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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让员工看到自己在企业中的发展前景，从而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工作。 

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方面，西安热工院作为一个在热工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

高新技术企业，确实面临着一项重要任务。尽管其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表

现卓越，拥有多层次的人才梯队，包括硕士学位授予点和博士后工作站等高层次

人才培养基地，能够吸引和培养大量高端科研人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人力资源

管理方面就不存在任何挑战和改进的空间。在企业治理结构和研发组织架构的构

建与优化上，西安热工院仍需关注和解决一些岗位职责划分不清、激励机制不健

全的问题。为了确保企业的长远发展战略得到有效实施，以及各类研发项目的顺

利推进，必须基于企业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对人力资源进行精细化、科学化

配置。这意味着要确保关键岗位、核心业务环节有足够的高素质人才充实，同时

也要关注到人才结构的均衡性，避免人才过度集中在某一环节而忽视了其他重要

领域的建设。此外，西安热工院应当引入更为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以适应

现代企业管理和科技创新的需要。通过采用智能化、自动化的管理系统，可以极

大地提高人事管理的效率，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和冗余工作，使得人力资源

部门能更专注于战略性的人才规划和激励机制设计。同时，该系统还能帮助企业

实现人力资源数据的精准分析，助力领导层做出更明智的人力资源决策，从而推

动整个西安热工院在组织效能、创新能力以及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 

5.1.2 强化企业文化建设和内控理念传播 

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精神支柱和灵魂，对于西安热工院的长远发展具有深

远的影响。为了深化这一文化内涵，西安热工院不仅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强调创新

和质量的核心价值，更通过一系列实际行动将其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员工的心中。

公司积极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和内部交流会议，旨在让员工更深刻地理解和认同这

一企业文化。这种深入人心的文化塑造，不仅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更

为西安热工院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石。 

加强内控理念教育，对于提升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公司

应定期组织丰富多样的内控知识培训和研讨活动，帮助员工全面深入地了解内部

控制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运营中的关键作用。同时，将内控理念纳入新员工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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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的必修课程，从源头上树立员工的正确内控观念，确保他们在日常工作中能

够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内控理念教育，

西安热工院将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运营风险，保障企业的稳健发展。 

建立内控宣传机制，是西安热工院提升内部控制水平的重要一环。公司应充

分利用企业内部网站、公告板、邮件等多元化渠道，定期发布内控领域的最新动

态、典型案例和实用技巧，让内控知识在员工中广泛传播，提升内控的可见度和

影响力。同时，鼓励员工积极参与内控流程的优化与改进，为内控工作建言献策，

共同营造全员参与、共同维护的内控氛围。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够增强员工对内控

工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为企业的稳健发

展保驾护航。 

培养中层管理人员的内控意识同样不可忽视。对中层管理人员进行专门的内

控培训，确保他们能够理解并传达内控的重要性给下属。通过考核和激励机制，

促使中层管理人员在内控实施中起到表率作用。这样能够确保内控理念在企业中

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贯彻执行。 

5.2 完善企业风险管理机制 

5.2.1 建立和完善风险评估管理体系 

为了有效管理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建立和完善风险评估管理体系是至关重

要的。首先，西安热工院需要制定全面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明确各个层级和

部门的风险管理职责，确保风险管理工作能够有序进行。风险管理流程应包括风

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和风险监控等关键步骤，形成一个完整

的闭环管理体系。 

在风险识别方面，西安热工院展现出高度的重视和严谨态度。为确保风险识

别的全面性，公司定期组织跨部门的风险识别会议，邀请来自不同背景和专业领

域的员工共同参与。这种多元化的讨论模式有助于打破部门壁垒，汇聚集体智慧，

从而更准确地识别出内外部潜在风险。此外，西安热工院还积极引入先进的风险

评估工具和技术，如 SWOT 分析、PEST 分析等，为风险识别和评估提供有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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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西安热工院完善的风险识别体系，为企业的稳健发展提

供了坚实保障。 

为了更有效地管理风险，西安热工院正努力加强风险信息的共享和利用。通

过建立全面的风险数据库，公司能够集中收集、存储和分析各类风险信息，确保

信息的完整性和实时性。同时，借助内部信息系统的强大功能，实现风险信息的

全员访问和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提升决策效率。此外，定期发布风险报告也是

公司的重要举措之一，旨在提高全员对风险的认识和敏感度，激发大家的风险防

范意识，共同构建起一道坚实的风险防线。 

为了全面提升员工的风险管理水平，西安热工院采取了分层培训的策略。针

对基层员工，公司设计了基础的风险管理课程，内容涵盖风险识别、评估和基本

应对方法，旨在增强他们的风险防范意识，使其在日常工作中能够及时发现并上

报潜在风险。对于中层管理者，培训重点放在风险管理的决策过程和资源分配上，

培养他们运用专业工具进行风险分析和制定风险应对计划的能力。而对于高层领

导，培训则更加侧重于战略层面，包括整体风险管理框架的构建、重大风险的决

策判断以及危机处理能力的提升，确保他们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作出明

智的风险管理决策，引领企业稳健发展。通过这样系统化的风险管理培训体系，

西安热工院有效地提升了全体员工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整体风险防控能力。 

5.2.2 实施前瞻性风险防范措施 

除了建立风险评估管理体系外，西安热工院还应实施前瞻性风险防范措施，

以降低潜在风险的影响。首先，建立与西安热工院整体行业性质、公司战略目标，

风险相适应的风险预警机制是关键。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西安热工院应设定风险

警戒线和预警指标，当风险达到预警线时，自动触发风险应对计划，确保企业能

够迅速应对风险事件，减少损失。 

针对不同类型的风险，西安热工院应制定具体的应对策略，如风险避免、减

轻、转移和接受等。为了应对西安热工院在项目研究中可能面临的政策性风险，

必须严格执行立项审批程序。在这一过程中，热工院相关负责人需要重视立项前

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对立项内容进行仔细复核，确保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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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严格的权限审批。对于重大风险，还应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明确在风险发

生时的应对流程和责任人。 

为了确保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和合规性，西安热工院应定期对风险管理活动进

行监控和审计。引入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独立审计可以提高风险管理的透明度和

公信力。 

此外，培养风险文化对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西安热工院应在内部

推广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将风险管理融入企业文化，鼓励员工积极参与风险管理

活动。对于有效识别和防范风险的员工给予奖励和认可，可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和创造力，共同为企业的风险管理工作贡献力量。 

5.3 提高控制活动执行力度 

5.3.1 提升控制活动的执行力度和主动性 

为了加强内部控制，西安热工院深知提升控制活动的执行力度和主动性的重

要性。为此，公司将员工的风险意识培训作为重中之重。通过定期组织丰富多彩

的培训课程和专题研讨会，不仅向员工传授风险管理的理论知识，还注重实践技

能的培养。此外，结合生动的案例分析和逼真的模拟演练，使员工在互动中加深

对风险的理解，提高风险处理的实战能力。这些举措共同构成了西安热工院全面

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的坚实基石。 

在优化授权审批流程方面，西安热工院正积极行动。公司意识到简化审批层

级的重要性，正在努力减少不必要的繁琐步骤，从而显著提高审批效率。这不仅

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还有助于加快业务流程的运转速度。同时，引进先进的电子

审批系统是公司的又一重要举措，它确保了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有效

降低了人为失误和权力滥用的风险。此外，对审批人员的培训和要求也日益严格，

他们不仅要仔细检查文件的合规性，还需要进行深入的实质性审查，以确保每一

项决策都经过深思熟虑和全面评估。这些综合措施共同构成了西安热工院优化授

权审批流程的坚实基础。 

为了进一步激发员工的执行主动性，西安热工院正在积极构建完善的激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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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机制。公司明确将控制活动的执行情况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对于因执

行不力而引发风险事件的员工，将严格实行问责制度，以此强化员工的责任心和

使命感。同时，公司也鼓励员工在完成基本任务的基础上，勇于关注和提出改进

意见，以深化和拓宽控制的范围。这种正向的激励与约束相结合，不仅有助于提

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还能逐步形成一种积极向上、追求卓越的工作氛围，为西

安热工院的持续稳健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5.3.2 加强监督机制和专业知识培训 

完善监督机制，对于确保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司深知，仅有全面而严密的监督流程，才能确保内部控制不出现漏洞。因此，

西安热工院正在对现有监督流程进行细致入微的梳理，力求确保每一个关键环节

都得到有效的覆盖。同时，公司也意识到事前和事中监督的重要性，通过加强这

两个阶段的监督力度，可以及时发现并纠正潜在的风险和问题，防止风险的扩大

和蔓延。此外，提高监管人员的专业性也是公司的重要工作方向。通过定期的专

业培训和引入外部专家或顾问的智力支持，西安热工院致力于提升监管人员对业

务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使他们能够更加敏锐地识别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为公

司的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为确保监督的有效性，西安热工院正积极推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审计检查策略。

通过增加内部审计的频次和扩大审计范围，公司能够对控制活动的实际效果进行

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评估，从而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了防止监督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形式主义和走过场现象，西安热工院特别引入了不定期抽查机制。这

种灵活的监督方式不仅有助于保持员工的警觉性，还能确保每一次监督都能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 

当监督发现问题时，公司会迅速向相关部门和个人反馈，并明确要求其制定

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同时，西安热工院还高度重视监督和控制活动的效果回顾。

通过定期回顾和评估，公司能够及时了解各项措施的实施效果，并根据实际情况

对控制策略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完善。这种持续改进和完善的理念和做法，正是西

安热工院确保内部控制有效性、推动企业稳健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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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扩展内外信息沟通渠道 

5.4.1 优化内部信息传递机制 

在信息化时代，高效的内部信息传递机制对于企业的正常运营至关重要。西

安热工院应当增强信息交流渠道的建设，促进办公室、人力资源部、审计部、科

技环保部、财务与预算部、安全监管部、采购管理部等部门的更好地分享和交流

工作进展、问题和思路，从而促进团队之间的合作和协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西安热工院首先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该平台应具备高度的集成性

和易用性，以便所有部门和员工都能轻松地访问、更新和共享关键信息。通过统

一的平台，可以避免信息孤岛的产生，确保信息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同时，为了

规范信息传递流程，西安热工院应制定明确的信息管理制度和流程规范，包括信

息的上传、审核、发布和存档等环节，特别是对于涉及公司核心机密和重要决策

的信息，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核和批准流程。 

为了提升信息系统的整体效能，西安热工院深知兼容性和扩展性的重要性。

公司正致力于打造一个能够与现有财务软件、办公系统等无缝集成的信息平台，

确保数据在各个系统间自由流动，打破信息孤岛，提升工作效率。同时，面对日

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和不断变化的企业需求，西安热工院的信息系统必须具备强大

的扩展性，以便轻松应对未来挑战，持续为企业创造价值。为了让员工充分享受

信息系统带来的便利，西安热工院提供了全面的培训和技术支持服务。通过专业

的培训课程和实时的技术指导，员工能够快速掌握系统操作技能，提高信息传递

效率，从而更好地投入到日常工作中。此外，西安热工院还建立了严密的监督和

反馈机制，以确保信息传递机制的持续优化。公司设立了专门的信息管理部门，

负责对信息传递流程进行全面监控和定期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同时，通

过定期收集员工对信息系统的反馈意见，公司能够不断完善系统功能，提升用户

体验，确保信息系统始终与企业发展需求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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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改善外部信息沟通渠道 

在外部信息沟通方面，西安热工院同样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提升沟通效率

和准确性。首先，完善公司官网和外部信息发布是关键。公司官网作为对外展示

形象和传递信息的重要窗口，应定期更新内容，包括公司新闻、产品信息、服务

动态等，确保外部利益相关者能够及时获取最新、最准确的公司信息。同时，指

派专人负责网站内容的维护和更新，可以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和专业性。 

为了规范外部沟通行为，西安热工院应制定明确的外部沟通标准和流程。这

包括明确哪些信息可以通过非正式渠道如微信、电话等传递，哪些信息必须通过

正式的文件或报告来沟通。对于重要的外部沟通事项，如合作协议、合同签订等，

必须有书面记录和确认，以确保双方利益的明确和保障。 

在沟通工具的选择上，西安热工院积极拥抱现代通信技术，优先选用钉钉、

企业微信等高效、便捷的即时通讯工具。这些工具不仅大幅提升了员工之间的沟

通效率，还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共享。然而，稳定性和安全性是通信工具的

基石。西安热工院深知，任何信息泄露或丢失都可能给企业带来严重损失。因此，

在选用这些工具时，公司始终将稳定性和安全性放在首位，确保每一次沟通都能

安全、顺畅地进行，为企业的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为了加强外部信息的获取和分析能力，西安热工院可以设立专门的市场研究

或情报收集小组。该小组负责监测行业动态、竞争对手信息和市场变化等外部信

息，为公司决策提供有力支持。通过定期组织外部信息分享会议，可以将收集到

的重要信息及时传达给相关部门和管理层，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市场环境和竞争

态势，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5.5 强化内部控制监管职能 

5.5.1 强化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内部审计部门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立性和权威性直接

关系到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因此，提升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是确保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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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职能的前提。具体而言，内部审计部门应直接隶属于董事会或监事会，不受

公司其他部门的干预，确保审计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同时，西安热工院应为

内部审计部门提供充足的资源和授权，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其能够独立开

展工作，对公司的财务、运营和战略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审计。 

为了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西安热工院应定期组织专业培训，使内

部审计人员不断更新知识，提高在风险管理、内控监督等方面的技能。此外，引

入外部专家参与复杂或敏感的审计项目，不仅可以增强审计工作的专业性，还能

提高公信力。在审计方法上，应采用风险基础的审计方法，集中资源对高风险领

域进行审计，以提高审计效率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同时，引入数据分析和审计技

术工具，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 

建立审计结果的跟踪和反馈机制也是确保审计工作有效性的重要环节。西安

热工院应确保审计发现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和整改，并建立起问题整改跟

踪列表，定期评估整改效果。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保审计工作不仅仅停留在发

现问题的层面，更能推动问题的解决和内部控制的持续改进。 

5.5.2 完善多层次监督机制 

完善多层次监督机制是确保公司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关键。首先，明确独立

董事和监事的监督职责是基础。西安热工院应制定独立董事和监事的具体职责和

工作流程，确保他们能够有效地监督公司的内部控制和管理层行为。独立董事和

监事应定期组织会议，共同评估公司的风险和内控状况，为公司的决策提供客观

的意见和建议。 

加强业务部门的自我监督也是完善多层次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热

工院应鼓励业务部门建立自我监督机制，如定期自查、交叉检查等，提高业务部

门对内部控制的责任感。对于自我监督发现的问题，公司应给予一定的激励措施，

鼓励积极改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推动业务部门主动识别风险、改进流程，提

高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 

建立异常报告和举报机制是另一种有效的监督手段。西安热工院应设立匿名

举报渠道，鼓励员工报告内部控制的不足和违规行为。对于提供有效信息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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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保护和奖励，以营造积极的举报文化。这种机制可以帮助公司及时发现潜在

的问题和风险，避免小问题发展成大问题。 

此外，定期进行外部审计或评估也是完善多层次监督机制的重要环节。西安

热工院应定期邀请外部审计机构对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进行审计或评估，以获得

第三方的客观意见。根据外部审计的结果，西安热工院应及时调整和完善内部控

制和监督机制，确保公司的内部控制始终保持有效和适应性。通过这种方式，公

司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治理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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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本文对西安热工院的内部控制进行了深入研究，详细分析了企业内部控制的

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优化对策。具体结论如

下： 

1.在深入探讨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现状的过程中，我们从内部控制的五个基

本要素入手，即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和内部监督，进行了

全方位、多层次的实地调查和严谨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西安热工院在内部控

制的各个环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亟需从优化控制环境、强化风险意识、改

进控制活动、畅通信息渠道以及提升内部监督效能等多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和完善，以期实现内部控制的全面提升和有效运行。 

2. 我们构建了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选择适当的指标

构建了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模型。为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我们运用了层次

分析法（AHP）来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通过专家打分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各

项指标在内部控制有效性中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了量化分析，确保权重分配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评价结果显示，西安热工院的内部控制有效性总体上处于基本有效

的初步达标水平，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了针对运营控制、人力资

源管理、风险评估、自我评价机制、风险应对、信息系统建设、内部沟通管理等

方面的改进措施，以进一步提升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3.针对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建议，包括优

化企业内部环境建设、完善企业风险管理机制、提高控制活动执行力度、扩展内

外信息沟通渠道、强化内部控制监管职能等。 

本文结合西安热工院的实际情况展开探讨，可以为西安热工院提升内部控制

有效性提供建设性意义，有助于公司发展，同时为其他公司提供参考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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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展望 

本文以西安热工院为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虽有限，但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探

讨还有所不足。未来的研究应考虑综合不同行业类型和相关指标，建立适用于各

个行业的通用指标体系，以评价大多数能源电力技术研发机构和科技型企业的内

部控制。通过这种评估系统，可以根据不同企业的内部控制问题提出相应的优化

对策。尽管本文在构建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时，运用了层次

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科学方法，对定性标准进行了尽可能的定量化处理，

但无可否认的是，评估过程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主观因素影响。这些

主观因素可能来源于评价指标选取的主观性、专家打分的主观判断、以及模糊综

合评价中对隶属度函数设定的主观取舍等。为了尽量减少主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

影响，确保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更为公正、准确和透明，未来在设计和

实施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时，应当进一步寻求采用更为统一、公认的标准和方法

论。例如，可以参照国内外最新的内部控制标准和最佳实践，结合西安热工院的

实际业务环境和发展战略，制定出一套更加客观、适用且易于比较的评价指标体

系。同时，应积极引入更为先进的定量分析工具和技术，如数据挖掘、机器学习

等，以辅助对内部控制数据进行更为精细、客观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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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 1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权重 

1.具体标准： 

 

 

 

2.评价每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A B1 B2 B3 B4 B5 W 

B1       

B2       

B3       

B4       

B5       

B1 为控制环境，B2 为风险评估，B3 为控制活动，B4 为信息沟通，B5 为内

部监督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研究 

81 

B1 B11 B12 B13 B14 W 

B11      

B12      

B13      

B14      

B11 组织框架，B12 为人力资源管理，B13 为企业文化，B14 为社会责任 

 

B2 B21 B22 B23 B24 W 

B21      

B22      

B23      

B24      

B21 为技术风险，B22 为政策风险，B23 为风险评估，B24 为风险应对 

 

B3 B31 B32 B33 B34 B35 W 

B31       

B32       

B33       

B34       

B35       

B31 为职务分离控制，B32 为运营控制，B33 为资产管理控制，B34 为财务

管理控制，B35 为绩效考核控制 

 

B4 B41 B42 B43 B44 W 

B41      

B42      

B43      

B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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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1 为内部沟通管理，B42 为外部沟通管理，B43 为信息质量，B44 为信息

系统建设 

 

B5 B51 B52 B53 W 

B51     

B52     

B53     

B51 为监督机制，B52 为问责机制，B53 为自我评价机制 

 

 

 

附录 2 西安热工院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现状评分 

 

您需要评价每一个具体指标并在相应的框栏中打勾。 

 

评价 很差 较差 中 较好 很好 

组织框架 B11      

人力资源管理 B12      

企业文化 B13      

社会责任 B14      

技术风险 B21      

政策风险 B22      

风险评估 B23      

风险应对 B24      

职务分离控制 B31      

运营控制 B32      

资产管理控制 B33      

财务管理控制 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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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控制 B35      

内部沟通管理 B41      

外部沟通管理 B42      

信息质量 B43      

信息系统建设 B44      

监督机制 B51      

问责机制 B52      

自我评价机制 B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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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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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师们，他们在我的 MBA 课程学习阶段给予了指导与帮助；感谢我的家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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