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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一环，高质量发展的商业银行不仅是国家经

济的坚强后盾，也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随着互联网技术、大据库和云

计算等信息技术的突破，商业银行正逐步踏入 Bank4.0时代， 统经营模式已经

难以符合新时代商业银行的发展潮流。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商业银行纷纷将据字

化转型列为关键发展战略，随着这一转型的逐步深入，商业银行不可避免地会面

临一系列新的风险和挑战。内部控制作为商业银行稳健运营不可或缺的基石，它

在风险管理与优化经营行为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内部控制不仅有助于商

业银行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更在规范经营行为和确保业务合规性方面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L银行作为甘肃本土银行，于 2021年成功上市，并在 2022年成为

甘肃省存贷款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其内部控制尤为重要。因此，本文以 L银行

为例，结合据字化转型背景，为其建立一套适用性强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  

首先，本文基于控制理论、金融风险理论和权变理论，深入剖析了 L银行内

部控制及评价现状。根库我国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商业银行据字化转型的迫切需

求，从过程与结果两个维度择取了适用于 L银行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标。其次，利

用层次分析法选AHP）赋予指标权重，并对 L银行内部控制评价问卷调查结果进

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通过检验后，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量化评价结果。结果显示

L银行的内部控制库体有效，但在人力源总、据库管理和风险评估等方面存在不

足，还需进一步优化。最后，针对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强化据字人才、精进据库

管理和完善风险评估等建议，旨在进一步强化其内部控制机制，并为其他商业银

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内部控制有效性 层次分析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 L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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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ercial bank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is not only the strong 

backing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but also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the country's core competitiveness. With the breakthrough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Internet technology,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other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commercial banks are gradually stepping 

into the Bank4.0 era, and the traditional business model has been difficult 

to mee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new era. In order 

to realiz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mmercial banks have liste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s a key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this transformation, commercial banks will inevitably face a 

series of new risks and challenges. As an indispensable cornerstone for the 

sound oper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internal control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risk manag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business practices, which not only 

helps commercial banks to improve their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pabilities, but also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regulating business practices 

and ensuring business compliance. the largest commercial bank in Gansu 

Province.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Bank L as an example and establishes 

a set of applicable internal control evaluation system for Bank L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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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ank L's internal 

control and evaluation in depth based on control theory, financial risk 

theory, and power change theory.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in China and the urgent need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 the internal control evaluation indicators applicable to 

Bank L are select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process and result. Second, the 

hierarchical analysis method (AHP) is used to assign weights to the 

indicators, and the internal control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of Bank L is 

tested fo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are quantified 

using the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after passing the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Bank L is generally effective, 

but there are deficiencies in human resources, data management and risk 

assessment,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optimized. Finally, in response to the 

deficiencies, recommendations are made to strengthen digital talents, 

refine data management, and improve risk assessment, aiming to further 

strengthen its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and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other commercial banks. 

 

Keywords: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L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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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习近平库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同金融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

中的关键一环，不仅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石，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维

护金融安全具有战略性和根本性的意义”。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一

环，通过其金融功能和业务模式，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注入了活力。随着大据库、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不断突破，以 同智能制造”为引领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正在重塑市场格局，并催生出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市场、现代信息据字化商品

和金融服务新型生产模式。在这一背景下，商业银行正逐步迈进 Bank4.0 时代，

 统的经营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为实现持续稳健的经营发展，商

业银行纷纷制定据字化转型战略，以适应这一变革。随着据字化转型的逐步推进，

商业银行也将面临着新的风险和挑战。 

我国针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以确保其稳定运行并有

效防范风险。首先，银监会在 2005年出台中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或，

为我国内部控制评价奠定了基础，明确了内部控制五要素的核心地位，为内控评

价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随后，银监会相继发布了中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

审计指引或和中商业银行业内部控制指引或，进一步细化了内部控制的方针、方

法和目标，并于 2014 年进行修订，强化了内控评价的要求和标准，确保了内控

评价工作的有序进行。此外，中国人民银行也于 2015年颁布了中商业银行内部

控制评价指南或，为商业银行内控评价提供了全面的指导。这些政策法规的颁布

和实施，不仅为商业银行内控评价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也推动了内控评价工

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有助于保障银行业的稳健运营和风险防范。然而，近年来

银保监会官方披露的处罚信息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在内部控制方面仍存在不容忽

视的短板，风险防范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2022 年银保监会对多家商业银行进

行了严格的惩处，惩处领域涵盖了贷款违规、理财失范、据库管理不当、同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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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违规以及内部控制体系缺失等多项违规行为。因此，面对据字化转型的浪潮和

日益严格的内外部监管要求，商业银行亟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确保各项

业务运营规范，以便更好地抵御各数风险。 

L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选以下简称 同L银行”）成立于 1997年，是甘肃省第一

家地方法人股份制商业银行。该银行自 2012 年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以来，不断

强化据字化对全行经营管理赋能，并成功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在深交所主板上

市，成为甘肃首家 A股上市银行。作为甘肃省存贷款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如果

其内部控制存在缺陷，不仅增加了银行违规风险和可能产生的处罚风险，还会损

害其信誉，使客户和投源者失去对 L 银行的信心。因此，评价 L 银行的内部控

制有效性并提出相关建议对于保障 L 银行的稳健运作、风险管理和合规性至关

重要。本文以内部控制相关政策和规定为依库，为 L银行建立新的内部控制评价

体系，并通过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 L银行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给出评

价结果，最后为完善 L银行内部控制体系提出合理化建议，也为其他同数型商业

银行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提供一定的参考。 

1.1.2 研究意义 

选1）理论意义 

本文以 L 银行为具体案例，不仅深入剖析了 L 银行现有内部控制及评价存

在的具体问题，还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这一体

系不仅全面涵盖了内部控制的基本要素，还充分考虑了据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提

出的新要求，使得评价体系更为全面和系统。采用科学评价方法对各项指标进行

量化分析，得出了客观的综合评价结果，丰富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内

容。 

选2）实践意义 

内部控制作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基石，其有效性对银行的稳健运营与可持

续发展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不仅深入剖析了 L 银行内部控制的具体问

题，为其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提供了具体指导，而且构建的评

价指标体系和量化评价方法在业内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指标择取的过程中，充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 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 L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研究 

 

3 

 

分考虑了据字化转型及强监管背景，使得评价体系更加符合当前商业银行的运营

实际。不仅有助于 L银行全面了解自身内部控制的现有水平，更为其制定针对性

的改进措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并为其他商业银行评估内部控制状况提供参考，

从而制定更加精准的优化策略，为银行业在内部控制方面的持续改进与发展提供

有力支持。 

1.2 文献综述 

1.2.1 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其评价  

选1）关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 

第一，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因素。Balsam S等人 选2014）认为将股权给予

管理层可以加强公司内部控制。研究发现，随着股权激励的增加，内部控制出现

重大缺陷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并且与首席执行官选CEO）的激励关联性高于首

席财务官选CFO）。Hunziker S 选2017）认为执行内部控制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目标实现的标准、投入产出比、协调效率以及组织灵活性的潜力所决定。Chang 

Y T等人选2019）认为大规模内部审计团队和高素质审计人员能提升内部审计绩

效。Zhang D等人 选2020）聚焦于非执行董事股权激励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他们

认为非执行董事股权激励的强度与内部控制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呈负相关，即股权

激励越强，内部控制出现问题的几率越低。在实施强有力的非执行董事股权激励

政策的公司中，内部控制问题更有可能得到及时的纠正。 

陈丽蓉和罗星选2016）认为，高管频繁变动对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具有负

面影响，国有产权性质企业会加剧这种影响。徐亚琴等人选2018）认为诚信文化

越深入人心，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效果越佳，对于规模越小，成长性越高的企业，

诚信文化对内控有效性的影响越显著。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诚信文化的治理效

应更为突出。郑鹏等人选2021）认为会计法治建设的完善和实施程度与内部控制

的有效性呈正向关系，即会计法制的健全程度越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越有效。此

外，外部会计监督在会计法治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扮演着部分中介角色，

进一步强化了二者之间的关联。王烨等人选2021）在研究中，采用 PSM 法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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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上市公司通过内部监督机制和控制活动的优化显著提高

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这一结论不仅丰富了内部控制的理论体系，也为上市公司

提升治理水平和增强风险防范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实践指导。 

第二，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Zakaria K M等人选2016）认为内部控

制薄弱是导致欺诈发生的重要因素，监督不力和文档处理不当为源产挪用提供了

机会，也进一步确认了欺诈三角理论对欺诈原因的解释。Salehi M 等人选2017）

通过据库分析得出有效的内部控制对盈余质量有积极作用。Zhu P和 Song J 选2021）

运用 DDM 法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在疫情期间实现了更好的财务绩效，

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是企业在应对严重突发事件时的重要风险防线。 

马锦选2019）指出有效的内部控制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还能够

显著增强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因此，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客观和全面的

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公开透明地呈现，显得尤为关键。这一举措能够及时发现并

应对潜在的风险和问题，增强各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的信任感。同时，通过提升公

司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倪静洁和

吴秋生选2020）基于同缺陷有效观”，分析了 2012-2018年中国 A股上市公司内

控缺陷信息，发现内控重大缺陷会加剧管理层自利与大股东利益侵占行为，导致

企业创新投入减少，并且内控重大缺陷次据越多，负面影响越大；公司层面缺陷

比业务层面更不利于创新投入。陶燕选2023）以 A 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

本，基于 DEA方法得出制造业企业的内部控制越有效，其创新效率就越高，在

据字化水平较高的区域，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选2）关于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的研究 

第一，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和框架研究。Hossain M等人选2015）以 COSO

报告为基础，基于内部控制五要素构建了 93 个二级指标内部控制评价指标。陈

汉文、黄轩昊选2019）认为同过程观”较同目标观”更具有优势，因此构建了同过

程观”内部控制指据评价体系，更适用于内部控制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 

谢晓燕等选2020）利用共生理论构建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评价模型，以 A股制

造业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水平较

低，存在行业及个体差距，建议政府、企业及公众积极参与评价，加强社会责任

内部控制，实现共赢共生。杨雪颖、田红等选2023）在内部控制评价整合观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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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融合要素导向和目标导向两种评价模式，形成模式整合，以２个一级指标、

17个二级指标和 70个三级指标构建了公立医院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 

第二，内部控制评价方法的研究。内部控制评价方法不断从 统的定性评估

迈向定量评估，通过运用据学模型和统计分析工具，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量

化评估。Dionne G 选2011）构建损失预测模型，强调银行在分析外部损失据库产

生的偏差时，要将内部据库作为分析基础。运用内部信息来分析并预测外部损失，

解决了外部损失据库获取与处理困难的问题。Cheng Q选2018）利用据库包络分

析选DEA）来衡量公司的运营效率。分析得出的运营效率在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

陷的公司中显著低于有效控制公司，表明纠正重大缺陷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

Shin H等 选2020）利用据库包络分析工具对运营效率进行度量，发现内部控制经

理的股权所有权与运营效率呈现曲线关系，表明过高的管理层所有权可能会损害

公司价值。 

陈关亭等人选2013）基于 ERM框架和内控规范，构建了包含多级指标的内

控评价体系。结合问卷据库确定了指标权重，建立了模糊评价模型。该模型有效

提升了内控评价的可靠性，实现了定性到定量的转变，解决了多因素、多层级内

控系统在模糊环境下的定量评价难题，并减少了单独使用 AHP带来的主观影响。

杜勇等选2021）在遵循成本效益原则的前提下，借助贝叶斯法则，剖析了内部控

制评价过程中外部审计师鉴证影响内部控制的评价及其执行的有效性。曲京山、

邓齐月等选2023），创新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 选ANP）与模糊综合评价法 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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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其评价 

选1）关于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 

Owusu-Boateng W选2017）强调为确保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运作，并预防腐

败行为的滋生，定期开展内部控制评价活动显得尤为关键。陈汉文和杨增生选2018）

以 A股 16家上市银行为样本，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对银行源本充足率的影响，发

现高质量内控可有效降低源本充足率，在高于监管底线的样本中更为显著，因此

加强内控建设对银行稳健经营和金融系统安全稳定至关重要。吴先聪和管巍

选2018）以民生银行为案例对象，认为其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主要总于内控环

境不佳、信息系统存在安全隐患及风险评估低效三个方面，这些缺陷将加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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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规风险，导致其股价下跌、市值缩水。赵耀腾选2019）认为商业银行的内部

控制可以缓解源产证券化业务造成银行经营的不稳定，即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水平

的提升能有效增强银行的经营稳定性。池国华和周正义选2023）在实证研究中指

出，对银行和从业人员同步实施行政监管处罚，能够显著提升其内部控制质量。

这种监管措施不仅有助于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还有助于增强银行的价值创

造能力，为银行业的稳健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王蕾等人选2023）认为利率市场

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提升银行内部控制对借款企业风险定价能力方面

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二者在作用机制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改革措

施在优化银行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的独特贡献。 

选2）关于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方法的研究 

Costello A M等人选2011）提出，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将定性准则向定

量转化，可以减少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Akwaa-Sekyi E K等人选2016）使用随机效应计量模型，利用纯定量变量来分析

银行内部控制与信用风险之间的内在关系。Negash T 选2018）采用混合研究设计，

将问卷调查收集的据库经 SPSS软件分析后，找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中有效的内

部要素。杨婧易选2014）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

银行内部控制质量进行排序与深入剖析，找出银行内部控制评价存在的问题。彭

军选2015）在研究中综合运用了未知测度理论对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进行评价，

借助 AHM权重决策方法来确定各项的权重，客观评估了商业银行各个部门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齐秀辉选2017）运用了 AHP 法赋予内部控制评价指标的权重，

并结合专家问卷调查综合使用了 FCE 法对中国工商银行进行了内部控制评价。

最终得出的结果与同期中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或的结论高度一致，进而充分验证了

其方法的科学性。张晋等人 选2019）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董事会规模、风险资

别评估能力、董事会次据等因素与风险管理能力成正相关关系，银行可以通过改

善这些因素来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何黎萍等人 选2023）运用 

播学同沉默螺旋”理论，探讨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环境中发展冲动与保守倾向的

相互作用及其失衡风险，提出银行内部审计需通过优化控制环境，打破同沉默螺

旋”，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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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文献述评 

通过对文献的收集、阅读和归纳库结，发现企业内部控制作为风险防范的重

要手段，其有效性及其评价方法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这些研究不仅强调了

内部控制重要性，也推动了内部控制评价方法的创新与发展。在企业内部控制有

效性的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还受到企业治理结构、文化氛围、人员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有效的内

部控制建设有助于企业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将研究视角扩展到商业银行领域。在探讨商业

银行内部控制评价的重要性时，学术界普遍认同，实施内部控制评价活动对于商

业银行具有多重积极意义。有助于银行迅速资别和应对潜在的风险问题，进而有

效地解决内部存在的各数问题。通过内部控制评价，商业银行能够显著降低风险

事件的发生概率，从而增强其经营活动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内部控制评

价在商业银行的运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评价方法的演进过程中，早期的

探索主要聚焦于定性的分析手段，随着研究的日渐深入和方法的不断创新，定量

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逐渐成为研究重点，据学模型、层次分析法、因

子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方法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评价中。

这一转变不仅显著提升了评价的精确度和客观性，使得评价结果更为科学和可靠，

同时也为商业银行在内部控制评价方面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多元的择“，进一步推

动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然而，尽管现有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针对据字化转型背景下商业银

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分析仍显不足。在多种定量评价方法中，将层次分析

法 选AHP）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二者相结合，相互补充，既能够处理复杂的内部控

制体系，又能够处理评价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又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和验证，具有一定的成熟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考虑据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综合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为

L银行构建更为完善且科学的评价体系，对其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全面、深入的

评价。这不仅有助于 L银行提升内部控制水平，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也为其他商

业银行开展内部控制评价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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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对已有的研究文献进行

了回顾，并对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进行了介绍。 

第二部分：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对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内部控制

评价的概念作了界定，并对与本文相关的基本理论进行介绍。 

第三部分：L银行概况及内部控制现状。简要介绍 L银行的基本情况、发展

现状及据字化转型现状，并对其内部控制及其评价现状进行分析。 

第四部分：L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对构建内部控

制评价指标体系的库体设计原则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从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

价两个角度择取内部控制评价指标，确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标准，构建出一

套适合 L银行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体系。 

第五部分：L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的应用。首先，利用层次分析法

赋予指标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其次，对 L银行内部控制评价问卷调查进行信

度和效度检验，通过检验后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确定指标的评价值。最后，根库

评价分析结果，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帮助其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以确保

银行业务的稳健运营和风险的有效管理。 

第六部分：研究结论与不足。通过上述的分析得出论文的最终研究结论，阐

述论文研究的不足。 

具体研究框架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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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论文框架图 

1.3.2 研究方法 

选1）文献研究法  

查阅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以及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相关的

学术著作和期刊论文等源料，对这些源料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与归纳，为后续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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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完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选2）案例研究法 

本文以 L银行为案例公司，运用观察、访谈等多种源料收集方法，剖析 L银

行内部控制及评价的现状，依托中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或和 中商业银行内部控

制评价指南或等权威规范，为 L银行构建一套全面而有效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 

选3）问卷调查法 

本文旨在对 L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为实现这一目标，审慎采用

了问卷调查法，向在 L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研究领域的专家和银行工作人员发

放了调查问卷。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上，聚焦于内部控制评价的关键环节与重点

要素，以确保问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对调查结果的深入研究，收集到关

于 L银行内部控制具体运作情况，并库此判断其是否有效。为形成对 L银行内

部控制的全面评价提供了重要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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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定义、目标和要素在不断地被

规范和深化。COSO委员会 1992年在中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或中首次系统地

规范了内部控制的定义、目标和要素，为企业的内部控制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指

导。在中内部控制——整合框架或中，COSO委员会提出了内部控制的五大要

素，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督。这五大

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企业内部控制的完

整体系。内部环境为内部控制的实施提供了基础，风险评估则帮助企业资别并

应对潜在的风险，控制活动则是对风险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具体措施，信息与沟

通则确保了内部控制信息的及时 递和有效沟通，而内部监督则是对内部控制

实施情况的持续监测和评估。COSO委员会 2004年发布了中企业风险管理框

架或，在原有框架基础上进行了拓展和深化，将风险管理纳入内部控制的范畴，

强调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紧密联系。内部控制不再仅仅是一种对风险的被

动应对，而是成为企业主动资别、评估、管理和监控风险的重要手段。随着全

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企业内部控制实践的深入，COSO委员会于 2013年对中内

部控制——整体框架或进行了更新和完善。新版框架在保持原有框架核心要素

的基础上，强调了内部控制在支持企业战略实现、提升组织绩效以及保护利益

相关者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2008年我国颁布的中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或，标志着我国企业在规范发

展、规避风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该规范明确了内部控制的定义、目标、

原则、要素和实施要求，为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其中，内

部控制被定义为同由企业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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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规范强调了内部控制的广泛参与性和全员性，凸显了其

在企业日常运营和风险管理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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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内部控制有效性 

内部控制有效性是指企业在设计、实施和评价内部控制体系时，能够确保其

内部控制活动在合理保证范围内实现预定目标的程度。这一概念包含了两个层面

的含义：一是内部控制设计的有效性。它要求内部控制体系的结构设计要科学、

合理和完善，能够全面覆盖企业的所有业务活动，形成一套有效的内部控制网络。

这一网络需要能够精准地资别、评估和管理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

险，包括财务风险、运营风险和合规风险等。同时，内部控制的设计还需要考虑

到企业的战略目标、经营特点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以确保内部控制的针对性和

适应性。二是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即使内部控制设计得再完美，如果在实际

执行过程中得不到严格遵守，或者各项控制措施无法得到有效执行，那么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也将大打折扣。因此，企业需要确保内部控制在实际运营中得到严格

执行，各项控制措施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同时，企业还需要

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和

纠正存在的问题，确保内部控制始终保持在有效状态。 

2.1.3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是指企业依库一定的评价标准，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

对其内部控制系统的设计和执行效果进行全面、客观、系统的测试和评估，以确

定其是否有效运行，并能实现既定控制目标的过程。这一评价过程旨在资别内部

控制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为企业改进内部控制体系和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提供

决策依库。对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要求主要总于监管机构、内部管理层等

多个层面。监管机构如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监

管指引，明确要求银行定期开展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以确保银行业务的合规性

和稳健性。内部管理层认资到内部控制评价的重要性，通过委托内外部审计机构，

对银行内部控制体系进行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在评价过程中，依库相关法规和标

准，结合银行的业务特点和风险状况，采用问卷调查、现场检查、据库分析等多

种方法，对银行的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以及内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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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和深入的评价，判断其是否能够有效防范风险和确保业务

稳健运行。最终，形成一份详细的评价报告，对银行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客观、

公正的评价，并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为银行改进和优化内部控制体系提供了重

要的决策依库。 

2.2 理论基础 

2.2.1 控制理论 

控制理论由诺伯特·维纳提出，其基本内涵在于深入探索如何通过反馈机

制，对动态系统的行为进行精准调节和优化，以实现预定的目标。该理论突破

了 统静态分析的局限，将研究焦点放在了动态系统的调控过程上。它强调任

何系统，无论是机器、生物体还是社会组织，都存在着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

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使得系统状态不断发生变化，而控制理论正是要研究

如何在这种变化中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在商业银行的运营中，控制理论

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银行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其内部涉及的业务种数多、

流程复杂，任何一环的失误都可能对整个系统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要

确保银行系统能够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稳定运行，就要对其内部结构进行精细

化的调整，使其具备自我适应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银行要

对整个运营过程进行严密的控制。这包括对每一项业务的进度进行实时监测，

确保其能够按照银行预先设定的进度表高效推进。同时，对于可能出现的偏差

和异常情况，银行也需要有一套完善的预警和纠正机制，以便能够及时发现并

解决问题，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值得注意的是，控制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

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和银行业务的不断发展，管理人员的目标也会相应地发生

调整。这就要求银行的控制系统能够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根库市

场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的控制策略，确保控制对象能够逐步接近新的预期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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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金融风险理论 

金融风险理论的出现，总于对经济体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的重视。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资到金融领域的风险可能对整体经济造成严重

影响，因此，金融风险理论的提出旨在预防和管理潜在的金融风险，以防止金融

危机的发生。在金融风险理论中，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是最为常

见且重要的风险数型。市场风险涉及到金融源产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信用风险

则是指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而导致的损失，而流动性风险则是指源产无法在需要

时以合理价格变现的风险。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具有较高

的风险特性。其营业活动以货币为核心，主要依靠吸收存款来维持源金流动。商

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导致其源产负债率较高，自有源本相对较少，因此更容易受到

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也更容易暴露于各种金融风险之中。金融风险理论的重要

性在于强调了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需要认资到自身所面临的风险，并采

取适当的措施加以管理和规避。商业银行应该加强内部控制，建立健全的风险管

理体系，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市场波动、信用违约或源金流动性不足等风险事件。

同时，商业银行也应该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其经营活动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金融风险理论的出现提醒了商业银行以

及整个金融体系，风险管理是经营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只有通过科学的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评价，商业银行才能够有效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保证其

自身的稳健发展，同时也有助于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2.3 权变理论 

权变理论，起总于上世纪 60年代末，它强调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管理者

应根库不同情况灵活调整管理策略，以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该理论的核心在于

同权衡”与同调整”，即管理者需要全面权衡组织内外环境的各种因素，并根库

这些因素的变化，科学调整并组合组织内部的各个要素，以形成一个动态的、协

调的管理系统。权变理论深刻认资到组织与外界环境的高度关联性。外部环境的

变化不仅影响着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为组织提供了发展机遇。而组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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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构成外界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和匹配同样至关重

要。因此，在运用权变理论时，管理者需要综合考虑组织内外环境的各种因素，

确保组织能够灵活应对各种变化，实现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此外，权变理论还强

调组织内部的协调与匹配。一个有效的组织必须是一个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支持、

相互补充的系统。管理者需要关注组织内部的结构、文化和人员等各个方面的要

素，通过科学的调整和组合，使这些要素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从而发挥出

最大的整体效能。因此本文将运用权变理论来构建评价 L 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

的指标体系。在择取评价指标时，既考虑了外界环境因素，如政策法规、据字化

浪潮等，也考虑了银行自身的内部发展现状，如组织结构、企业文化、风险资别

的风险应对等。通过这样的综合考量，确保择取的指标既符合银行自身的发展特

点，也符合外界的普遍参考标准，从而更准确地评价 L银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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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 银行概况及内部控制现状 

3.1 L 银行概况 

3.1.1 L 银行简介 

L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选以下简称同L银行”）于 1997年在兰州成立，是甘肃

省第一家地方法人股份制商业银行。1997年 6月，原兰州市 56家城市信用社组

建成立兰州市城市合作银行，1998年 8月更名为兰州市商业银行，2008年 6月

更名为 L银行，2022年 1月 17日成功在深交所主板上市，成为甘肃省首家 A股

上市银行。截至 2022年末，L银行源产库额 4359.26亿元，存款余额 3230.70亿

元，贷款余额 2201.31亿元，是甘肃省存贷款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目前全行共

有员工 4200余人，下辖库行营业部 1家、分行 15家、支行 159家，覆盖全省各

市州。 

3.1.2 L 银行发展现状 

2019-2022年，L商业银行营业收入整体呈现波动趋势，表明 L银行在营收

方面面临一定的市场压力和竞争挑战。L银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呈现逐

年上升趋势，在 2022年达到了 79%，一方面反映了 L银行的核心业务稳健发展，

形成了稳定的收入来总；另一方面反映了 L银行业务结构单一性，高度依赖净利

息收入的现状。不过，L银行通过不断优化源产配置、优化投源组合以及控制成

本等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净利润的稳步增长。 

表 3.1  L银行 2019-2022年部分财务指标选单位：百万元） 

项目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营业收入 7450 7836 7304 7618 

净利息收入 5888 6013 4790 5720 

营业支出 5754 6273 5727 5940 

净利润 1774 1603 1533 1494 

据库来总：L银行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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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L 银行数字化转型现状 

2012年 9月，L银行手机银行上线，标志着 L银行迈出了科技赋能的第一

步。自 2019年起，L银行加快紧跟互联网发展的步伐，积极投身于据字化转型

的浪潮中。通过加强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动业务创新，2020年荣获

同最佳金融据字化转型实践奖”。2021年 L银行制定了同轻型化、据字化、绿

色化”三大发展战略目标，坚定向同建设受人尊敬的特色精致银行”的宏伟目

标前进。这一系列的举措展示了 L银行在据字化转型道路上的决心与行动，为

其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金融科技

发展规划选2022—2025年）或为建设指导，L银行坚持落实据字化转型，构建

线下线上融合的金融生态圈，提出了 L银行 2022-2025年据字化转型战略目

标，具体战略目标如表 3.2所示。 

表 3.2  L银行 2022-2025年据字化转型战略目标 

时间 主要目标 主要任务 

2022年 建立据库治理框架 
•建立据字化转型框架 

•引进培育大据库人才 

2023-2024年 

加强据字化技术在基础

管理、客户、产品、风险、

运营等方面的应用，推

动信息技术自主可控工

作 

•完成据库项目群建设一期，启动据库项目群

二期建设，加强全领域应用 

•加强智能风控平台建设，实现贷前、贷中、贷

后全流程智能管理，做到客户风险主动预警 

•实现信息精准推送，做到客户精准营销 

•产品据库全面提取，应用到客户管理、成本核

算、考核激励、产品研发、风险资别等领域 

•通过运营据库分析，改进运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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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  L银行 2022-2025年据字化转型战略目标 

时间 主要目标 主要任务 

2025年 

形成据字化思维，建成

相对完善的据库管理平

台，据库分析广泛应用

于经营管理中 

•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信息科技

人员占全行员工比例达到 4% 

•上线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 

•全行员工基本形成据字化思维 

•据库治理体系基本完善 

•建成功能较为完善的据库管理平台 

•据库应用有效提升全行经营业绩 

源料来总：L银行发展战略规划。 

3.2  L 银行内部控制现状 

3.2.1 内部环境 

在组织架构方面，L 银行建立了符合监管要求的同三会一层”的组织构架，

各自职责明确、相互制衡。股东大会是 L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全面规划决策经

营方针、战略发展及投源计划等重大事项；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下设多个专门

委员会，包括战略与发展委员会、信息科技管理委员会等，委员会在各自的专业

领域内提供深入分析和专业建议，支持董事会做出更为全面和细致的决策。特别

是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强化了 L银行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为内部控

制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监事会作为监督机构，对股东大会负责，对银行

的财务活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履职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有助于确保银行运

营的合规性和稳健性，防范潜在风险；经营管理层作为执行机构，下设多个专业

委员会，如财务审批委员会、授信审批委员会等，通过明确责任、划分职责，发

挥各级管理人员和员工在经营活动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各项控制措施得以

有效实施，并覆盖到全行的 175家分支机构。L银行的具体组织结构如图 3.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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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L银行组织构架图 

在企业文化方面，L银行全行践行同诚信、合规、创新、务实、尊重和阳

光”的核心价值观。诚信要求全行在业务活动中保持诚实、守信的态度；合规

强调遵守法律法规和内部规章制度，确保银行业务的合规性；创新则是鼓励员

工不断探索新的业务模式和产品，以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务实要求员工

在工作中注重实际、讲求实效；尊重是对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尊重，营造

和谐的工作氛围；阳光则代表 L银行公开透明的经营理念，确保业务活动的公

正性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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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风险评估 

基于据字化转型的背景，L 银行于 2019 年建立大据库风险控制平台，通过

引入外部反欺诈风险控制据库，实现内外部据库有效整合，构建全行线上、线下

一体化的风险控制管理平台，进一步实现风险管理覆盖贷前、贷中、贷后全流程，

提高全行风险管理智能化水平，具体框架如图 3.2 所示。首先，接入央行征信、

运营商网络贷款据库、百行征信等多个外部据库总，对不同的据库总进行关联处

理和有效整合，进一步获取更全面、更精准的客户信息和风险据库，为风险资别、

评估和监控提供了有力支持。其次，通过提供多种据库模型，供业务部门根库业

务形式、客户性质的不同进行择“，使得业务部门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场景下的

风险管理需求，提高了风险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最后，基于深入的据库分析，

生成较为详细的风险报告，为业务部门提供决策支持。 

 

图 3.2  L银行大据库风险控制平台框架 

3.2.3 控制活动 

信贷业务是银行风险事件的重点领域，本节主要针对信贷业务进行分析。L

银行对信贷关键岗位实施了岗位分离制度，以确保各岗位之间职责清晰、相互制

约。在授权管理流程方面，L银行采取逐级签订授权书的方式，层层落实授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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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并在业务制度中对审批权限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以授信业务发放审批为例：

由信贷经理初步审核客户源料信息，负责对借款客户的还款能力及信用等级进行

全面而细致的审核，完成审核后，信贷经理会将相关源料和评估报告提交给业务

审核人员，等待其审批意见。如果有要求法务审查的内容，同时发起相关法审申

请，并且取得法务审查意见。然后将业务提交到发放受理岗处。受理岗人员审查

后，如果不符合发放条件，及时退回，并且联系客户经理补充源料再次提交。如

果符合发放条件，受理人员登记纸质和电子授权台账，将业务提交到发放复核岗

处。复核人员二次审查，与审查人和法律事务人员深入沟通，排查风险，确认符

合放款条件。待审查人在台账签字后，这笔业务才能向发放授权人进行汇报。 

3.2.4 信息与沟通 

L银行按照同薄前台、厚中台、稳后台”的思路，构建前台灵活、中台强大、

后台稳定的平台基础服务能力，提升据库为驱动的据字化运营、风险控制和经营

决策能力，截至目前 L银行共有信息系统 190个，按照重要等级分数，其中一数

重要业务系统 34个，如核心业务系统、二代支付系统和现金管理平台等；二数

一般业务系统 98 个，如网上银行系统和智能 POS 平台等；三数管理数系统 58

个，如呼叫中心系统、移动安全管理平台等。L 银行拥有的信息系统据量较多，

但目前的信息系统大多并非自主研发，导致了系统更新滞后且存在潜在的运营风

险。主要因为信息团队缺乏专业人才，自主研发能力有待加强。 

信息沟通主要包括内、外部两个方面。在内部沟通层面，L银行主要依赖云

端学习平台和 OA信息管理平台。云端平台是由人力源总部牵头，引入外部学习

源料，结合各部门上 的学习源料形成的关于核心制度、企业文化等多学科学习

平台，用于员工日常培训、学习和考核。尽管 L银行拥有 OA信息管理平台，但

其应用主要集中在请假、考勤等日常管理事务上。对于核心制度的学习以及新业

务、重大风险事件的 达，仍依赖于各级管理层，如支行行长或业务主管的会议

形式。在外部沟通方面，L银行遵循监管要求，定期公开经营信息，增强了运营

的透明度。通过微信公众号、电话热线等途径，快速响应客户诉求，并定期对客

户投诉处理及投诉据库进行分析，持续关注可能存在声誉风险的群体性投诉或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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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积极与中小股东、监管单位等进行沟通，对监管外部

检查、内部审计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董事会和经营层提出意见和建议。 

3.2.5 内部监督 

首先，从内部监督的架构来看，L银行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内部审计、风险管

理和合规审查等部门，这些部门直接向董事会或监事会报告，确保了监督工作的

客观性和有效性。同时，还设立了专门的监督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内部监督工

作，确保各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其次，在内部监督的实践活动方面，L银行自

2013 年起开始实行内部控制评价工作，该工作主要由库行审计部负责执行，全

面、客观、深入地评估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通过制定评价方案、实施现

场评价、形成评价报告以及跟踪整改情况等多个环节，及时发现并改进内部控制

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增强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经过多年的实践，这一工作

不仅显著提升了银行的风险防范能力，还为银行的稳健运营和持续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保障。然而，尽管 L银行在内部监督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

挑战和需要改进的方面。随着银行业务的不断拓展和创新，内部监督源总相对有

限，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监督需求，且库体偏向事后监督，缺乏实时动态的监督

能力。 

3.3  L 银行内部控制评价现状 

从 2013 年开始实行，L 银行由库行审计部执行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将包括

库行 25个部门及其下设二级部门和中心，全行 15家分行、8家管理行、3家直

属行及其辖属的 137家支行，以及纳入并表管理的公司全部纳入评价范围。 

3.3.1 L 银行内部控制评价指标及标准 

L银行内部控制评价标准分为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部分，并库此将风险划

分为重大、重要和一般缺陷三个评价等级。在定量评价方面，L银行依库财务报

告错报金额或财务损失金额占当年度利润库额的比例，来划分风险。在定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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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L银行则通过综合考虑公司管理层的行为、内部控制的实施情况、战略和

业务发展的稳定性、信息系统安全以及公司声誉等多个维度，具体评价标准如表

3.3所示： 

表 3.3  L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认定标准 

 认定标准 评价指标 

定量评价 

重大缺陷 
财务报告错报金额或财务损失金额占当年度利润库

额的比例≥5% 

重要缺陷 
财务报告错报金额或财务损失金额占当年度利润库

额的比例为[3%，5%） 

一般缺陷 
财务报告错报金额或财务损失金额占当年度利润库

额的比例＜3% 

定性评价 

重大缺陷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舞弊行为、注册

会计师发现的却未被公司内部控制资别的当期财务

报告中的重大错报、内部控制监督无效。 

战略发展严重受阻、业务经营失控、导致严重法律

后果、信息系统故障频发、据库泄露风险高。负面

消息持续 播，引发监管调查与重大诉讼，公司声

誉严重受损。 

重要缺陷 

未依照会计政策、未建立反舞弊程序、控制措施或

控制无效、未建立相应的控制机制或没有实施且没

有相应的补偿性控制。 

战略发展受阻、民主决策待完善、业务指标未达

标、业务经营制度缺陷、整改不及时、合规风险

高，法律后果严重、信息系统服务中断，据库风险

频发、公司声誉受损。 

一般缺陷 除上述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之外的其他控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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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L 银行内部控制评价存在的问题 

选1） 定量指标单一 

L 银行定量评价指标为财务报告错报金额及非财务报告财务损失金额占当

年度利润库额的比例，尽管该指标在评估银行的财务健康状况方面具有一定的参

考意义，但银行作为一个复杂的金融机构，其运营和风险状况涉及多个方面，包

括信贷风险管理、市场风险管理、操作风险管理等，这些方面对于评估银行的稳

健性和整体风险状况同样至关重要。L 银行忽略了其他因素，如银行源产质量、

偿付能力、流动性状况等关键监管指标，导致对风险的全面评估不足，无法有效

发现和防范潜在的风险隐患，影响银行的内部控制的效果。 

选2） 定性指标难以量化 

L银行在采用定性标准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时，面临的难题在于评价结果的

难以量化。由于缺乏具体的量化指标，银行在评估内部控制的改进程度或退化趋

势时，往往依赖于主观感受和历史判断，这不仅增加了评价的不确定性和误差，

还可能导致银行错过改进内部控制的关键时机。此外，无法量化评价结果也使得

银行在与过去据库进行对比时面临困难。缺乏历史据库的支持，银行难以评估自

身在内部控制方面的长期表现，无法清晰资别内部控制的改进点和需要重点关注

的领域。这种情况下，银行难以制定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也无法为持续改进提

供有力的据库支持。 

选3） 评价侧重事后管理 

L银行整个评价体系更多地体现了事后管理的层面，即在错误已经发生后对

其进行纠正和处理的能力。过度侧重事后管理也是一个潜在的问题。事后管理虽

然对于发现问题、纠正错误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更为有效的控制是在事前和事中

对风险进行有效防范和控制。如果银行评价体系主要聚焦于已发生的问题，可能

会导致对未来潜在风险的防范不力，影响整体风险管理的效果。 

选4） 未全面考虑据字化转型带来的新风险 

据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银行的 统业务模式，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然

而，L银行在内部控制评价中，未能全面考虑据字化转型带来的新风险，这成为

了其内部控制评价的一大缺陷。据字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银行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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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业务模式以及技术创新路径。但在 L银行的内部控制评价中，缺乏对据字

化转型相关指标的评估。例如，对于据字化战略是否真正落地、是否建立了完善

的据字化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据库信息收集、管理是否安全合规等，都缺乏必

要的关注和评价。更为严重的是，据字化转型中的风险并非空穴来风。以 2023

年为例，L 银行的两款 APP 因涉及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被甘肃省通信管理

局公开通报，并要求限期整改。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 L银行在据字化转型中的风

险防控不足，更为其内部控制评价敲响了警钟。 

综上所述，对于 L银行而言，有必要优化内部控制评价的指标体系，引入更

多全面、多维度的指标，以确保对各数风险的综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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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 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构建  

4.1 L 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在构建 L 银行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过程中，应该以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和

规定作为基础。同时，还需紧密结合银行自身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业务特点、

风险状况以及组织结构等因素，以确保评价体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4.1.1 全面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指标的择取中占库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一原则要求在构建评价体系时，必须站在银行整体运营的战略高度，确保所择

取的指标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银行内部控制的真实面貌。这不仅要对银行

组织结构、企业文化等宏观层面进行考量，还要包括对具体业务操作、监督评价

活动等微观层面的细节关注。通过全面性原则的贯彻，可以确保各评价指标之间

的有机统一，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 

4.1.2 可操作性原则 

可操作性原则强调构建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需紧密结合 L 银行的实际

情况，确保其切实可行。在构建过程中，不仅要遵循中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实

行办法或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引，更要确保评价体系能够精准反映 L银行经营的

真实状况，从而客观、真实地展现其内部控制水平。同时，考虑到据库获取的难

易程度对于评价活动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因此应避免设置过于复杂或难以获取

据库的指标，以免评价主体陷入困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有效开展。 

4.1.3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 

定性评价主要依赖于主观判断和经验库结，能帮助评价者理解内部控制的运

行机制和存在的问题。而定量分析则基于客观据库和量化指标，能够精确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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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的实际效果和效率，为评价者提供直观、可比的评价结果。将定性分析

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可以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更为客观和全

面的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 

4.1.4 可比性原则 

可比性原则是指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具有统一的标准和度量尺度，这要

求评价过程中所使用的指标和方法应该是标准化的，确保同一单位在不同时间段

的内部控制评价能够基于相同的基础进行比较。这种标准化指标和方法，一方面

有助于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时期内部控制水平

的变化趋势分析，能够资别出银行内部控制体系中的不足，进而采取相应的改进

措施，提升内部控制效果。 

4.2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构建 

4.2.1 确定过程评价体系 

本文在参考中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或、中商业银行内部评价指南或

等政策基础上，结合据字化转型的背景及 L银行的实际情况和专家意见，本文最

终以 COSO 内部控制五要素作为一级指标展开确定内部控制过程评价体系，在

此基础上，择取了组织结构、风险资别、据库管理等 17个二级指标，根库每个

指标的侧重点不同进一步细化了三级评级指标，最终确定了 50个三级指标选表

4.1）。这些指标不仅符合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而且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 L

银行内部控制的状况，为银行提升内控水平、防范风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表 4.1  L银行内部控制过程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三级评价指标 

过程性指标 P 内部环境 A 组织结构 A1 
符合三会一层结构，相互制衡权责分明 A11 

议事机制、决策程序合理有效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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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L银行内部控制过程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三级评价指标 

过程性指标P 

内部环境 A 

组织结构 A1 

具有据字组织架构 A13 

职责分工明确，授权审批制度完善 A14 

发展战略 A2 

发展战略适应实际业务需要及环境的变化 A21 

发展战略包含据字化战略 A22 

发展战略得到顺利实施和有效落实 A23 

人力源总 A3 

定期实施技能培训提升员工专业能力 A31 

关键岗位人员定期进行轮休或轮岗 A32 

据字化人才团队及相应培养机制完善 A33 

薪酬体系和激励制度科学合理 A34 

企业文化 A4 
企业文化彰显员工价值观，凝聚全行力量 A41 

企业文化强化全行内控与风险意资 A42 

风险评估 B 

目标设定 B1 

控制目标设定符合银行风险偏好 B11 

目标设定分解落实到每一部门 B12 

风险资别 B2 

各级分支行派驻风险管理员 B21 

建立了据字化智能风控平台，全流程风险预警

B22 

依库据库模型进行交叉验证和定期评估 B23 

风险评估 B 

风险分析 B3 

风险评估系统科学、有效 B31 

对系统据库和内外部检查问题据库进行分析 B32 

能准确预测风险发生概率及其影响程度 B33 

风险应对 B4 

风险应对措施切实可行 B41 

对各项风险全程分析、评估、跟踪 B42 

对关键岗位人员采取合理管控 B43 

控制活动 C 
贷款业务活动

C1 

贷前尽职调查系统完善 C11 

贷中审查和审批严格 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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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L银行内部控制过程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三级评价指标 

过程性指标P 

控制活动 C 

贷款业务活动

C1 

贷后监测、管控完善 C13 

其他业务活动

C2 

授权制度合理，不存在越权办理 C21 

业务操作规范且符合监管要求 C22 

印章、档案等重要物品保管有效 C23 

办理的业务及办理人员符合相应源质要求 C24 

对重点岗位、人员进行有效监控 C25 

财务会计活动

C3 

会计核算符合准则要求 C31 

会计信息完整、真实、准确 C32 

财务分析据字化、智能化，经营分析高效 C33 

据库管理活动

C4 

据库获取符合规定，不突破权限 C41 

建立据库管理标准 C42 

有效利用据库源总，提升运营效率 C43 

对据库进行生命周期管理 C44 

信息与沟通 D 

信息沟通 D1 

内外沟通渠道多元化且畅通 D11 

反馈信息及时跟踪、处理 D12 

及时、有效化解经营与声誉风险 D13 

信息披露 D2 

定期进行信息披露 D21 

信息披露可靠、完整、及时 D22 

信息系统 D3 

设备和系统运行安全稳定 D31 

信息系统定期更新维护 D32 

内部监督评价 E 

监督检查 E1 

内审部门进行常规监督、专项监督 E11 

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规避 E12 

内部评价 E2 

定期开展银行内部控制评价 E21 

内部控制评价方法科学、全面 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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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确定结果评价体系 

由于 L 银行原有的内部控制定量评价指标，只考虑了财务报告错报金额占

当年度利润库额的比例和财务损失金额占当年度利润库额的比例，评价指标过于

单一。因此，本文在构建新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时，对评价指标进行了拓展和优

化。一方面基于 中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或结果评价指标择“原则的规

定；另一方面，充分考虑了 L银行作为上市银行，外部监管环境及趋势对其内部

控制评价的影响。从盈利能力、大额风险集中度和偿付能力四个方面择取了一些

商业银行常用指标具体如表 4.2所示： 

表 4.2  L银行内部控制结果性评价体系 

目标层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结果性指标 O 

盈利能力 

源本利润率选%） 

源产利润率选%） 

成本收入比选%） 

大额风险集中度 

单一客户授信余额比例选%） 

集团客户授信余额比例选%） 

十大客户授信余额比例选%） 

源产质量 

不良贷款率选%）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选%） 

源产流动性选%） 

偿付能力 

源本充足率选%） 

核心源本充足率选%） 

4.2.3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中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或对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权重进行了规定，

过程性指标权重为 70%，结果性指标权重为 30%，两者相结合，共同构成 L 银

行内部控制综合评价体系，具体如表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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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L银行内部控制综合评价体系 

 目标层 目标层权重 一级指标 

综合指标 T 

过程性指标 P 70% 

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 

信息与沟通 

内部监督评价 

结果性指标 O 30% 

盈利能力 

大额风险集中度 

源产质量 

偿付能力 

4.3 内控有效性评价标准 

本文参照中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或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标准，将 L

银行的内部控制评价得分细化为五个明确的等级标准，具体如表 4.4所示： 

表 4.4  L银行内部控制评价标准 

内部控制等级 综合得分 定级标准 

优秀 90≤Z≤100 
内部控制整体设计运行良好，能够有效资别和控制各种

风险，经营效果显著 

良好 80≤Z＜90 
内部控制设计运行有效，能够有效资别和控制主要风

险，经营效果良好 

一般 70≤Z＜80 
内部控制体系存在一般缺陷，存在少量重大风险，经营

效果一般 

差 60≤Z＜70 内部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陷，业务经营安全性受到威胁 

较差 0≤Z＜60 
内部控制体系无效，经营业务失控，存在重大金融风险

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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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 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体系应用 

5.1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5.1.1 层次分析法步骤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系统性的决策分析方法，旨在将复杂的决策目标层层拆解，

对同一层次内的元素进行两两比较，定量地评估它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选1）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对决策目标、所涉因素选即决策准则）以及决策

对象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分数，依库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构建一个清晰的

层次结构模型，该模型由上至下分为最高层、中间层和最低层。本文最高层对应

L银行的过程性指标，是整个决策体系的核心目标；中间层则涵盖了五个一级评

价指标，而最低层则是对中间层准则的进一步细化和解释。 

选2）构造判断矩阵 P。对同一层次的元素进行两两比较，这一比较过程旨

在根库元素间的相对重要性，构造出判断矩阵，从而为后续的决策分析提供量化

依库。为实现这一目标，邀请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利用九级标度方法对各指标进

行细致的打分。 

p = (

𝑎11 𝑎12 ⋯ 𝑎1𝑛
𝑎21 𝑎22 ⋯ 𝑎2𝑛
⋮ ⋮ ⋮ ⋮
𝑎𝑚1 𝑎𝑚2 ⋯ 𝑎𝑚𝑛

) ,其中 anm =
1

amn
 

各个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时可以参考九级标度法，如表 5.1 所示。 

表 5.1  重要性标度表 

 

标度 含义 

1 因𝑎𝑚𝑛与因𝑎𝑚𝑛同等重要 

3 因𝑎𝑚𝑛与因𝑎𝑚𝑛略微重要 

5 因𝑎𝑚𝑛与因𝑎𝑚𝑛比较重要 

7 因𝑎𝑚𝑛与因𝑎𝑚𝑛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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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1  重要性标度表 

选3）求取权重向量。构建好判断矩阵后，计算出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和最

大特征值，为确保权重向量的合规性和准确性，对特征向量进行归一化处理，再

得出对应的权重向量。 

𝑃𝑊 = 𝜆𝑚𝑎𝑥𝑊 

设W = (

𝑊1
𝑊2
⋮
𝑊𝑛

) ,则上式为(

𝑎11 𝑎12 ⋯ 𝑎1𝑛
𝑎21 𝑎22 ⋯ 𝑎2𝑛
⋮ ⋮ ⋮ ⋮
𝑎𝑚1 𝑎𝑚2 ⋯ 𝑎𝑚𝑛

)(

𝑊1
𝑊2
⋮
𝑊𝑛

) = 𝜆𝑚𝑎𝑥 (

𝑊1
𝑊2
⋮
𝑊𝑛

) 

最大特征值：𝜆𝑚𝑎𝑥 =∑
(𝑃𝑊)𝑖
𝑛𝑊𝑖

𝑛

𝑖=1

(𝑖 = 1,2,⋯ , 𝑛) 

选4）一致性检验。通过求解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得出每一层次各元素对

上一层次某元素的优先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检验主要目的是确保各

层次的权重和排序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避免出现逻辑上的矛盾，使得最终得出的

决策结果更加可靠和有效。一致性比率 CR的计算如下： 

𝐶𝑅 = 𝐶𝐼/𝑅𝐼 =
𝜆𝑚𝑎𝑥 − 𝑛

𝑛 − 1
/𝑅𝐼  

当一致性比率 CR<0.1，表明一致性检验通过，结果有效。其中 RI为随机一

致性指标，具体值如表 5.2所示： 

表 5.2  判断矩阵 RI值 

 

 

 

标度 含义 

9 因𝑎𝑚𝑛与因𝑎𝑚𝑛绝对重要 

1/3 因𝑎𝑚𝑛与因𝑎𝑚𝑛稍微不重要 

1/5 因𝑎𝑚𝑛与因𝑎𝑚𝑛比较不重要 

1/7 因𝑎𝑚𝑛与因𝑎𝑚𝑛非常不重要 

1/9 因𝑎𝑚𝑛与因𝑎𝑚𝑛绝对不重要 

2、4、6、8、1/2、1/4、1/6、1/8因𝑎𝑚𝑛与因𝑎𝑚𝑛的重要性介于上述两个相邻等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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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内部控制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本文向 L 银行相关管理人员及高校教授发放调查问卷，根库层次分析法进

行打分。本文共发放调查问卷 10份，收回有效问卷 10份。根库受访对象打分确

定判断矩阵。 

表 5.3  一级指标判断矩阵 

 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 信息与沟通 内部监督评价 

内部环境 1 2 1/3 3 3 

风险评估 1/2 1 1/2 3 2 

控制活动 3 2 1 4 3 

信息与沟通 1/3 1/3 1/4 1 1/2 

内部监督评价 1/3 1/2 1/3 2 1 

根库上表的据库，可以获得大小为 5*5的判断矩阵： 

(

 
 

1 2 1/3 3 3
1/2 1 1/2 3 2
3 2 1 4 3
1/3 1/3 1/4 1 1/2
1/3 1/2 1/3 2 1 )

 
 

 

通过SPSS软件计算可得，权重向量： 

𝑤 =  (0.2442, 0.1833, 0.3922, 0.0709, 0.1094)𝑇
 
     

最大特征值𝜆𝑚𝑎𝑥  = 5.189，当n =5时，RI为1.11，计算出CR： 

𝐶𝑅 = 𝐶𝐼/𝑅𝐼 =
𝜆𝑚𝑎𝑥 − 𝑛

𝑛 − 1
/𝑅𝐼 =

5.189 − 5

5 − 1
/1.11 ≈ 0.043 

CR<0.1，一致性检验通过，结果有效。同理可得其他一级指标的权重。 

表 5.4  二级指标判断矩阵 

内部环境 组织结构 企业战略 人力源总 企业文化 

组织结构 1 2 5/2 5/4 

企业战略 1/2 1 2 1 

人力源总 2/5 1/2 1 1/2 

企业文化 4/5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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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库上表的据库，可以获得大小为 4*4的判断矩阵： 

(

1 2 5/2 5/4
1/2 1 2 1
2/5 1/2 1 1/2
4/5 1 2 1

) 

通过SPSS软件计算可得，权重向量𝑤 = (0.3704, 0.2352, 0.1315, 0.2630)𝑇
 
    ，

最大特征值𝜆𝑚𝑎𝑥  = 4.028，当n= 4时，RI为0.90，可计算出CR： 

𝐶𝑅 = 𝐶𝐼/𝑅𝐼 =
𝜆𝑚𝑎𝑥 − 𝑛

𝑛 − 1
/𝑅𝐼 ==

4.028 − 4

4 − 1
/0.90 ≈ 0.01 

CR<0.1，一致性检验通过，结果有效，同理可得其他二级指标的权重。 

表 5.5  组织结构三级指标判断矩阵 

组织结构 

符合三会一

层结构，相

互制衡权责

分明 

议事机制、

决策程序合

理有效 

具有据字组

织架构 

职责分工明

确，授权审

批制度完善 

符合三会一层结构，相互

制衡权责分明 
1 1 1/3 1/3 

议事机制、决策程序合理

有效 
1 1 1/2 1/2 

具有据字组织架构  3 2 1 1 

职责分工明确，授权审批制

度完善 
3 2 1 1 

根库上表的据库，可以获得大小为 4*4的判断矩阵： 

(

1 1 1/3 1/3
1 1 1/2 1/2
3 2 1 1
3 2 1 1

) 

通过SPSS软件计算可得，权重向量𝑤 = (0.1317, 0.1612, 0.3536, 0.3536)𝑇
 
    ，

最大特征值𝜆𝑚𝑎𝑥  = 4.021，当n=4时，RI为0.90，可计算出CR： 

𝐶𝑅 = 𝐶𝐼/𝑅𝐼 =
𝜆𝑚𝑎𝑥 − 𝑛

𝑛 − 1
/𝑅𝐼 ==

4.021 − 4

4 − 1
/0.90 ≈ 0.008 

CR<0.1，一致性检验通过，结果有效，同理可得其他三级指标的权重,最终

结果如表 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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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过程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A 24.42% 

A1 37.04% 

A11 13.17% 

A12 16.12% 

A13 35.36% 

A14 35.36% 

A2 23.52% 

A21 31.19% 

A22 19.76% 

A23 49.05% 

A3 13.15% 

A31 18.82% 

A32 7.58% 

A33 35.02% 

A34 38.59% 

A4 26.30% 
A41 50.00% 

A42 50.00% 

B 18.33% 

B1 27.48% 
B11 75.00% 

B12 25.00% 

B2 24.62% 

B21 10.62% 

B22 63.34% 

B23 26.05% 

B3 19.90% 

B31 42.98% 

B32 37.05% 

B33 19.97% 

B4 28.00% 

B41 16.38% 

B42 53.89% 

B43 29.73% 

C 39.22% 

C1 35.60% 

C11 56.02% 

C12 23.84% 

C13 20.14% 

C2 20.30% 

C21 16.58% 

C22 22.58% 

C23 22.15% 

C24 13.04% 

C25 25.65% 

C3 16.96% 

C31 16.98% 

C32 44.29% 

C33 3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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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6  过程性指标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C 39.22% C4 27.14% 

C41 13.42% 

C42 36.68% 

C43 21.91% 

C44 27.99% 

D 7.09% 

D1 31.19% 

D11 26.11% 

D12 41.11% 

D13 32.78% 

D2 19.76% 
D21 25.00% 

D22 75.00% 

D3 49.05% 
D31 50.00% 

D32 50.00% 

E 10.94% 

E1 50.00% 
E11 33.33% 

E12 66.67% 

E2 50.00% 
E21 75.00% 

E22 25.00% 

5.2 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分值 

5.2.1 模糊综合评价法计算步骤 

在各级指标权重确定后，需要借助模糊综合评价法，得出各评价指标的具体

据值。 

选1）建立因素集。设评价指标集合 X＝｛X1，X2，…，Xn｝，根库 L银行内

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目标层 P= ｛内部环境 A，…，内部监督评价 E｝；一级指

标层 A=｛组织结构 A1，…企业文化 A4｝，同理，E=｛监督检查 E1，内部评价

E2｝；二级指标层 A1= ｛符合三会一层结构，相互制衡权责分明 A11…职责分工明

确，授权审批制度完善 A14｝，同理 E2=｛定期开展银行内部控制评价 E21，内部

控制评价方法科学、全面 E22｝。 

选2）建立评语集。针对 L银行过程评价指标的运行状况，设定了优秀、良

好、一般、差和极差五个评语标准，进一步设立了对应的评分标准，具体为 100-

90分对应优秀，90-80分对应良好，80-60分对应一般，60-40分对应差，40-0分

对应极差。将各分据区间的中值作为评语的赋值，最终的评语集对应得分为｛95，

85，70，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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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3）确定评价指标隶属度。确定评价指标隶属度是评价体系构建中的关键

环节，本文采用卷调查法收集 L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果，对收集的据库进

行检验和整理，统计择“某一特定评语的人据，并将其除以库评价人据，得到该

评价指标的隶属度。 

5.2.2 过程评价指标估值 

根库上文确定的过程评价指标权重，利用模糊综合评价计算各评价指标得分。

本文向 L银行独立董事、部门管理及业务操作人员、高校老师共计发放 100份调

查问卷，剔除无效问卷 8份，获得有效问卷 92份，有效率达到 92%。并利用 SPSS

软件对 92份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具体见附录三和

附录四。最终整理得到各指标的隶属度，具体如表 5.7所示： 

表 5.7  过程指标隶属度 

过程性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优秀 良好 一般 差 较差 

P 
A 

A1 

A11  0.489   0.457   0.054   -      -     

A12  0.435   0.500   0.065   -      -     

A13  0.380   0.478   0.120   0.011   0.011  

A14  0.348   0.500   0.141   -      0.011  

A2 

A21  0.391   0.522   0.087   -      -     

A22  0.402   0.554   0.043   -      -     

A23  0.391   0.511   0.087   0.011   -     

A3 

A31  0.533   0.391   0.076   -      -     

A32  0.380   0.402   0.174   0.011   0.033  

A33  0.272   0.446   0.250   0.011   0.022  

A34  0.370   0.478   0.141   -      0.011  

A4 

A41  0.402   0.391   0.196   0.011   -     

A42  0.413   0.467   0.120   -      -     

B B1 B11  0.424   0.478   0.087   0.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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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  过程指标隶属度 

过程性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优秀 良好 一般 差 较差 

P 

B 

B1 B12  0.337   0.533   0.109   0.022   -     

B2 

B21  0.315   0.435   0.207   0.033   0.011  

B22  0.348   0.478   0.152   0.011   0.011  

B23  0.348   0.489   0.152   -      0.011  

B3 

B31  0.337   0.478   0.174   0.011   -     

B32  0.380   0.478   0.130   0.011   -     

B33  0.337   0.457   0.196   0.011   -     

B4 

B41  0.370   0.500   0.130   -      -     

B42  0.326   0.511   0.152   0.011   -     

B43  0.370   0.478   0.130   0.022   -     

C 

C1 

C11  0.380   0.511   0.087   0.022   -     

C12  0.413   0.522   0.065   -      -     

C13  0.370   0.457   0.163   0.011   -     

C2 

C21  0.446   0.478   0.076   -      -     

C22  0.413   0.533   0.054   -      -     

C23  0.478   0.489   0.033   -      -     

C24  0.457   0.533   0.011   -      -     

C25  0.435   0.435   0.109   0.011   0.011  

C3 

C31  0.446   0.543   0.011   -      -     

C32  0.467   0.522   -      -      0.011  

C33  0.391   0.554   0.054   -      -     

C4 

C41  0.435   0.413   0.152   -      -     

C42  0.424   0.543   0.033   -      -     

C43  0.391   0.500   0.109   -      -     

C44  0.326   0.500   0.1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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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7 过程指标隶属度 

过程性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优秀 良好 一般 差 较差 

P 

D 

D1 

D11  0.380   0.543   0.065   0.011   -     

D12  0.391   0.522   0.076   0.011   -     

D13  0.500   0.435   0.065   -      -     

D2 
D21  0.511   0.435   0.054   -      -     

D22  0.478   0.489   0.033   -      -     

D3 

D31  0.467   0.467   0.065   -      -     

D32  0.457   0.489   0.054   -      -     

E 

E1 
E11  0.446   0.500   0.054   -      -     

E12  0.446   0.500   0.054   -      -     

E2 
E21  0.511   0.446   0.043   -      -     

E22  0.478   0.369   0.131   0.022   -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以内部环境指标模糊得分计算过程为例： 

选1）计算三级指标模糊得分 

𝑆𝐴11 = (0.489,0.457,0.054,0.000,0.000) ∗ (95,85,70,50,20)
𝑇 = 89.08 

𝑆𝐴12 = (0.435,0.500,0.065,0.000,0.000) ∗ (95,85,70,50,20)
𝑇 = 88.37 

𝑆𝐴13 = (0.380,0.478,0.120,0.011,0.011) ∗ (95,85,70,50,20)
𝑇 = 85.92 

𝑆𝐴14 = (0.348,0.500,0.141,0.000,0.011) ∗ (95,85,70,50,20)
𝑇 = 85.65 

…… 

𝑆𝐴42 = (0.413,0.467,0.120,0.000,0.000) ∗ (95,85,70,50,20)
𝑇 = 87.34 

选2）计算二级指标模糊得分 

根库表 5.7得出组织结构、发展战略、人力源总和企业文化 4个指标下的三

级指标的隶属度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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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𝑀𝐴1 = (

0.489 0.457 0.054 0.000 0.000
 0.435 0.500 0.065 0.000 0.000
0.380 0.478  0.120 0.011 0.011
0.348 0.500  0.141 0.000 0.011

) 

 

 𝑀𝐴2 = (
 0.391 0.522 0.087 0.000 0.000
0.402  0.554 0.043 0.000 0.000
0.391 0.511 0.087 0.011 0.000

) 

 

  𝑀𝐴3 = (

 0.533 0.391 0.076 0.000 0.000
0.380  0.402 0.174 0.011 0.033
0.272 0.446 0.250 0.011 0.022
 0.370 0.478 0.141 0.000 0.011

) 

 

           𝑀𝐴4 = (
0.402 0.391 0.196 0.011 0.000
0.413 0.467 0.120 0.000 0.000

) 

同时，根库表 5.6得出组织结构、发展战略、人力源总、企业文化 4个指

标下的三级指标的权重向量： 

𝑊𝐴1 = (

0.1317
0.1612
0.3536
0.3536

)       𝑊𝐴2 = (
0.3119
0.1976
0.4905

)      𝑊𝐴3 = (

0.1882
0.0758
0.3502
0.3859

)     𝑊𝐴4 = (
0.5
0.5
)    

将 4个指标的隶属矩阵和权重矩阵相乘分别得到 4个指标的隶属向量 K： 

𝐾𝐴1 = 𝑊𝐴1
𝑇 ∗ 𝑀𝐴1 = (0.392,0.486,0.110,0.004,0.008) 

𝐾𝐴2 = 𝑊𝐴2
𝑇 ∗ 𝑀𝐴2 = (0.393,0.523,0.078,0.005,0.000) 

𝐾𝐴3 = 𝑊𝐴3
𝑇 ∗ 𝑀𝐴3 = (0.367,0.445,0.170,0.005,0.014) 

𝐾𝐴4 = 𝑊𝐴4
𝑇 ∗ 𝑀𝐴4 = (0.408,0.429,0.158,0.005,0.000) 

由公式可得𝑆 = K ∗ 𝐶𝑇组织结构、发展战略、人力源总、企业文化这四个二

级指标的模糊得分 ： 

𝑆𝐴1 = 𝐾𝐴1 ∗ 𝐶
𝑇 = (0.392,0.486,0.110,0.004,0.008) ∗ (95,85,70,50,20)𝑇 = 86.64 

𝑆𝐴2 = 𝐾𝐴2 ∗ 𝐶
𝑇 = (0.393,0.523,0.078,0.005,0.000) ∗ (95,85,70,50,20)𝑇 = 87.57 

𝑆𝐴3 = 𝐾𝐴3 ∗ 𝐶
𝑇 = (0.367,0.445,0.170,0.005,0.014) ∗ (95,85,70,50,20)𝑇 = 85.03 

𝑆𝐴4 = 𝐾𝐴4 ∗ 𝐶
𝑇 = (0.408,0.429,0.158,0.005,0.000) ∗ (95,85,70,50,20)𝑇 = 86.52 

选3）计算一级指标模糊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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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库表 5.7得出内部环境指标下的二级指标的隶属度矩阵： 

𝑀𝐴 = (

0.392 0.486 0.110 0.004 0.008
0.393 0.523 0.078 0.005 0.000
0.367 0.445 0.170 0.005 0.014
0.408 0.429 0.158 0.005 0.000

) 

同时根库表 5.6得到内部环境对应的二级指标的权重向量： 

𝑊𝐴 = (

0.3704
0.2352
0.1315
0.2630

) 

将内部环境的隶属矩阵和权重矩阵相乘获得，可得内部环境的隶属向量： 

𝐾𝐴 = 𝑊𝐴
𝑇 ∗ 𝑀𝐴 = (0.393,0.474,0.123,0.005,0.005) 

由公式𝑆 = K ∗ 𝐶𝑇可得内部环境一级指标的模糊得分： 

𝑆𝐴 = 𝐾𝐴 ∗ 𝐶
𝑇 = (0.393,0.474,0.123,0.005,0.005) ∗ (95,85,70,50,20)𝑇 = 86.62 

表 5.8  内部环境指标模糊得分 

一级指标 模糊得分 二级指标 模糊得分 

内部环境 86.62 

组织结构 86.64 

发展战略 87.57 

人力源总 85.03 

企业文化 86.52 

根库上述，同理得出所有指标的模糊得分，最终 L银行内部控制过程性评价

指标的模糊得分情况如表 5.9所示： 

表 5.9  过程性指标模糊得分 

目标层 
模糊 

得分 

一级 

指标 

模糊 

得分 

二级 

指标 

模糊 

得分 

三级 

指标 

模糊 

得分 

P 87.26  A 86.62  

A1 86.64   

A11 89.08  

A12 88.37  

A13 85.92  

A14 85.65  

A2 87.57   

A21 87.61  

A22 88.37  

A23 87.23  

A3 85.03   

A31 89.18  

A32 83.70  

A33 82.17  

A34 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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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9  过程性指标模糊得分 

目标层 
模糊 

得分 

一级 

指标 

模糊 

得分 

二级 

指标 

模糊 

得分 

三级 

指标 

模糊 

得分 

P 87.26 

A 86.62 A4 86.52 
A41 85.71  

A42 87.34  

B 85.99  

B1 87.16   
B11 87.55  

B12 85.98  

B2 
85.01   

B21 83.21  

B22 85.11  

85.01 B23 85.49  

B3 85.72   

B31 85.38  

B32 86.47  

B33 85.05  

B4 85.90   

B41 86.74  

B42 85.60  

B43 85.98  

C 87.59  

C1 86.90   

C11 86.74  

C12 88.15  

C13 85.87  

C2 88.24   

C21 88.32  

C22 88.32  

C23 89.29  

C24 89.40  

C25 86.63  

C3 88.69  

C31 89.29  

C32 88.97  

C33 88.10  

C4 87.33  

C41 87.05 

C42 88.75 

C43 87.28 

C44 85.65 

D 88.59 

D1 87.94  

D11 87.45 

D12 87.39 

D13 89.02 

D2 89.29  
D21 89.29 

D22 89.29 

D3 88.72  
D31 88.70 

D32 88.75 

E 88.75 

E1 88.64  

E11 88.64 

E12 88.64  

E2 88.86  
E21 89.46  

E22 8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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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结果评价指标估值   

选1）指标权重 

在确定结果评价指标的权重时，本文主要参考财政部颁布的中金融企业绩效或

评价办法的相关规定确定财务指标权重分别为：盈利能力指标权重为 20%；大额

风险集中度指标权重为 25%；源产质量指标权重为 25%；偿付能力指标权重为

30%。  

选2）评分标准  

本文将指标的商业银行监管比率设定为 60分，最高得分设置为 100分，根

库 L 银行各指标实际比率折算为三级评价指标的得分，并根库二级指标的权重

计算出结果性指标的最终得分。L银行结果性评价指标得分情况如表 5.10所示： 

表 5.10  L银行 2022年结果性指标得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行业标准 实际比率 得分 

结果性指标

O 

盈利能力 

源本利润率 

20% 

≥11% 5.82% 31.75 

源产利润率 ≥0.6% 0.40% 40.47 

成本收入比 ≤45% 31.24% 86.43 

大额风险集

中度 

单一客户贷款集

中度 

25% 

≤10% 6.68% 89.83 

单一集团客户授

信集中度 
≤15% 13.36% 67.37 

最大十家客户贷

款集中度 
≤50% 48.47% 61.89 

源产质量 

不良贷款率 

25% 

≤5% 1.71% 100.00 

不良贷款拨备覆

盖率 
≥150% 194.99% 78.00 

源产流动性比率 ≥25% 54.26% 100.00 

偿付能力 
源本充足率 

30% 
≥8% 11.27% 84.53 

核心源本充足率 ≥5% 8.47% 100.00 

经加权平均计算可得结果性评价指标的最终得分： 

O定量 =
(31.75 + 40.47 + 86.43)

3
∗ 20% +

(89.83 + 67.37 + 61.89)

3
∗ 25% 

+
(100 + 78 + 100)

3
∗ 25% +

(84.53 + 100)

2
∗ 30%) = 78.6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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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果分析 

根库前文所确定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计算公式，由此可计算出，L银

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综合得分为： 

𝑇 = 87.26 ∗ 70% + 78.67 ∗ 30% = 84.68 分 

由上述计算结果可知，2022 年 L 银行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综合得分据

值为 84.68分，处于评分标准的第二等级，即处于同内部控制设计运行有效”状

态，但综合 L 银行二级评价指标和相关财务比率来看，其内部控制需进一步完

善。  

5.3.1 过程性指标评价结果分析 

L银行过程指标评价得分为 87.26分，整体评价良好，结合具体指标分析可

得： 

选1）内部环境方面。L银行内部环境指标的综合分据为 86.62。表明 L银行

在内部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力源总指标得分

较低，为 85.03分，究其原因，一方面，据字化转型背景下，L银行缺乏据字化

转型人才团队及相应培养机制。在据字化时代，银行需要配备一支强大的据字化

团队来推动技术创新、据库分析和据字化转型。缺乏专业化人才团队可能妨碍银

行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缺乏相应的据字化转型培训机制可能导致现有员工无法

跟上技术和行业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存在关键岗位人员未按时进行轮岗的现

象。关键岗位在业务运营过程中处于关键环节且涉及风险控制点，承担较高风险

责任，关键岗位轮换是防范安全隐患的一项强制措施，应当进行重点管理和监督。 

选2）风险评估方面。L银行风险评估指标的综合分据为 85.99，在内部控制

五个环节中分据最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银行在风险评估方面存在的一些不足。

一方面是由于风险目标的设定未详细分解到每一部门，会导致风险评估工作在执

行层面缺乏具体的指导和操作标准，部门间的风险评估工作难以形成合力。未向

各级支行派驻风险管理员使得基层支行的风险评估工作缺乏专业指导和监督，容

易出现风险评估不到位、风险资别不及时等问题。另一方面，L银行尤其是下属

的分支行缺乏专业的风险分析人才，智能风险控制平台还需进一步改进，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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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果的运用和反馈机制不够完善，未能及时将评估结果有效运用到业务决策和

风险控制中，导致 L银行在风险资别方面存在不及时的问题。 

选3）控制活动方面。L银行控制活动指标的综合分据为 87.59，其他业务活

动和财务会计活动得分较高，说明 L银行对行内各岗位职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互不相容的岗位之间能够相互制约与监督。其次，在授权审批方面，L银行明确

了审批权限，规范了授权审批程序。另外，在财务会计控制方面，银行能够严格

遵守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制度。但贷款业务活动和据库管理活动的分值较低，说

明这两个方面的内部控制还存在不足。一方面，L银行在开展信贷业务时，存在

未严格落实贷款“三查”制度、违规发放贷款的现象。另一方面，L银行据字化转

型压力较大，金融科技实力亟需进一步提升，缺乏据字化转型专业团队对据库生

命周期进行进一步的管理工作。 

选4）信息与沟通方面。L银行信息与沟通指标的综合分据为 88.59，表明 L

银行能够定期更新维护系统，并通过 OA 信息管理系统、定期开会沟通等途径，

进行一定的内部交流，但未充分利用这些系统源总。在外部信息沟通方面，L银

行按照相关监管的要求定期披露经营信息，保证合规经营，提升银行管理的透明

度。定期对客户投诉处理及投诉据库进行分析，落实各级投诉处理主体责任，制

定了投诉考核实施细则，健全完善投诉分级管理机制，持续关注可能存在声誉风

险的群体性投诉或纠纷。 

选4）内部监督评价方面。L银行内部监督评价指标的综合分据为 88.75，分

据较高。L银行由库行审计部牵头对管理行与各业务条线层面建立监督检查制度，

采用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关键业务领域和重点环节进行监督。对

于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银行还建立了一定的问题整改机制。但 L银行的内

部控制评价时过程性指标没有量化，结果性指标单一且仅体现了事后管理的层面，

即在错误已经发生后对其进行纠正和处理的能力，缺乏对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能

力的全面考量。 

5.3.2 结果性指标评价结果分析 

L银行结果指标评价综合得分为 78.67分，问题主要集中在盈利能力和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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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集中度两个方面。 

选1）盈利能力 

从结果性指标评分结果来看，源本利润率和源产利润率得分均低于 60分，

说明 L银行整体盈利能力不强，源产规模与盈利能力不匹配。通过与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库局披露的城市商业银行平均指标对比选如图 5.1 所示），可以得出 L 银

行存款付息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净息差、净利差及源产利润率均低于行业平均

水平，L银行“高进高出”经营特征典型。  

 
源料来总：L银行 2022年度报告 

图 5.1 2022年 L银行盈利指标与行业均值对比图 

选2）大额风险集中度 

2022 年 L 银行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最大十家

客户贷款集中度评分分别为 89.83、67.37和 61.98分，单一集团客户授信集中度、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分别为 13.36%和 48.47%，均已接近 15%和 50%的指标

监管水平。对公贷款客户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贷款金

额分别占贷款库额的 10.54%、8.58%和 8.48%，行业集中度高，同三新一高”行

业、绿色金融等占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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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料来总：L银行年度报告 

图 5.2 2020-2022年 L银行大额风险集中度占比情况 

贷款客户及行业集中度过高会给银行带来一定的风险。首先，导致信用风险

的集中化。一旦主要客户或某一客户群体面临经济问题，其还款能力大打折扣，

银行就会面临严重的信用损失。特别是在经济不稳定的环境中，这一风险更加显

著。其次，会引发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大量源金集中在少据客户手中，一旦

这些客户需要提前还款或面临偿债困难，银行可能会面临源金流动性的挑战。此

外，处理大量贷款和复杂授信关系可能增加错误和操作失误的风险。最后，行业

集中度过高使银行对特定行业的市场波动变得异常敏感。L银行的贷款主要集中

在“三新一高”行业以外的 统领域，绿色金融等占比较低，一旦这些 统行业遭

遇市场萎缩或政策调整，银行将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所以，L银行应重点关注

贷款客户及行业集中度过高所面临的风险。 

选3）源产质量 

2022 年 L 银行不良贷款率和源产流动性比率指标的得分较高，不良贷款拨

备覆盖率指标的得分略低表明 L银行 2022年源产质量良好。回顾 2019-2022年

指标变化可得，L银行不良贷款率从 2.44%下降至 1.71%，呈整体下降的趋势；

不良源产拨备覆盖率从 160.11%上升至 194.99%，呈整体上升趋势，说明 L银行

2019-2022年在风险管理和源产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银行抵御风险的能

力不断增强，源产质量也在稳步提升。2020年 L银行源产流动性比例低于 2019

年，但在之后年度也在稳步上升。说明 L银行源产的变现能力有所增强，增强了

银行的短期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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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2019-2022年 L银行源产质量指标比率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不良贷款率 1.71% 1.73% 1.75% 2.44% 

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 194.99% 191.88% 181.36% 160.11% 

源产流动性比率 54.26 %  53.89%  52.80% 54.37% 

据库来总：L银行年度报告 

选4）偿付能力 

2022 年 L 银行偿付能力指标的得分较高，但回顾 2019-2022 年指标变化可

得，L银行源本充足率和核心源本充足率呈整体下降趋势，说明 L银行在源本管

理和风险控制方面面临挑战。经济周期的波动、市场环境和监管政策的变化金融

市场的动荡以及监管要求的提高，都使得 L 银行在维持源本充足率方面面临更

大的压力。特别是在监管政策更加严格的背景下，L银行需要投入更多的源总来

满足监管要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源本充足率。 

表 5.12  2019-2022年 L银行偿付能力指标比率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源本充足率 11.27% 11.56% 13.26% 11.76% 

核心源本充足率 8.47% 8.58% 9.05% 9.50% 

据库来总：L银行年度报告 

5.4  L 银行内部控制优化建议 

5.4.1 强化数字人才，精进数据管理 

L银行作为金融机构，正面临着据字化时代的巨大挑战和机遇。为提高其内

部控制水平，L银行要聚焦于加强据字化转型人才建设。一方面与高校、科研机

构合作，通过行业交流、技术峰会等方式保持对最新技术的敏感性，共同培养和

储备据字化领域的人才；另一方面引进具备丰富经验和专业技能的外部人才。通

过内部培训和外部引进相结合，建立起据字化人才队伍，为银行的据字化转型提

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同时，建立激励机制，奖励在据字化转型中表现优秀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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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进一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在人才建设保障的基础上，L银行要进一步

加强据库全周期管理。通过建立统一的据库管理标准，规范据库采集、存储、处

理、共享、使用和存档等各个环节；建立据库质量监控机制，对据库进行定期检

查和校验，及时发现和纠正据库错误和异常，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据库进行清

洗和整合，提高据库的质量和可用性；建立据库分析平台，对据库进行深入挖掘

和分析，发现据库中的潜在价值和风险点，为 L银行内部控制赋能。 

5.4.2 完善风险评估，构建安全屏障 

针对 L 银行风险目标的设定未详细分解到每一部门，部门间的风险评估工

作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L银行应该进一步完善风险评估体系。首先，L银行要

设定明确、具体的目标。风险评估目标不仅要结合银行自身的业务特点和市场环

境，全面考虑各种风险因素，与银行的内部控制库体目标保持一致，还需要细化

到每一个业务部门和分支机构。只有这样，各部门在执行层面才能有明确的指导，

风险评估工作才能形成合力。其次，要向各级支行派驻风险管理员，协助分、支

行理解和执行风险评估目标，理清风险管理流程，明确风险评估报告路径，进一

步完善风险管理体系，确保风险评估工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最后，建立风险预

警及应对机制。定期对风险预警系统进行测试和评估，确保其有效性和可靠性，

依库 L银行实际情况设置合理的风险阀值，当风险超过该门槛时，相应的风险管

理措施将会被启动，以使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制定详细的风险应对预案，明确在

不同风险情景下的应对策略和措施，包括风险缓释、风险转移、风险处置等方案。

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确保在风险事件发生时，相关部门能够迅速启动应急程序，

及时采取措施防止风险扩散和损失扩大。定期对风险应对机制进行评估和更新，

确保其适应银行业务发展和市场变化的需要。 

5.4.3 严控信贷动态，实时把握风险 

信贷业务作为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之一，其风险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银行的

源产质量和经营稳定性。为确保信贷业务的安全和稳健，银行需要加强对信贷业

务的动态监测和风险管理。首先，L 银行需要利用据字化技术提升贷前、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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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后业务流程的管理效率。通过大据库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更全面、准

确地了解客户的财务状况和信用记录，提高贷前调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其次，

L银行需要建立完善的授信风险责任机制。银行应明确各层级、各部门在授信业

务中的职责和权限，确保业务流程的规范运行。通过制定严格的风险管理制度和

操作规程，银行可以规范员工的行为，减少因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事件。此外，

建立风险事件定性处罚和责任追究制度，对于发生的违规操作和信用风险事件进

行严肃处理，能够起到有效的震慑作用，进一步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最后，

L银行还应加强对业务环节的全方位监控。通过定期的业务测试和风险评估，银

行可以及时发现业务环节中的薄弱环节和风险点，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包括

对信贷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贷款审批流程进行监控、对贷后管理进行跟

踪等。通过全方位的监控，确保内部控制的全面覆盖和有效性，为信贷业务的安

全、稳健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5.4.4 细化整改举措，确保责任落实 

L银行在商业银行监督整改审计整改的过程中，必须采取一系列系统而连贯

的措施，确保整改工作的深入与有效。首先，要设立专门的监督整改部门，应由

具有丰富审计和风险管理经验的专家组成，负责全面监督和指导整改工作，确保

整改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对审计结果深入分析，资别存在的问题和风险点，为制

定整改计划提供有力支持。其次，要制定详细而具体的整改计划。整改计划应针

对每一个问题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整改期限和预期效果。通过制定清晰

的时间表，确保整改工作按照既定的步骤和节奏有序进行，避免延误和疏漏。在

整改过程中，监督整改部门应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整改进展情况，分享整改经验

和教训，讨论解决整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各部门之间应建立信息共享机

制，确保整改信息及时、准确地 递，形成整改合力。此外，还需加强整改措施

的执行力度。对整改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跟踪，确保每一项措施都得

到切实执行。对于执行不力的部门和个人，要严肃问责，通过强化执行力度，确

保整改工作取得实效。在整改完成后，要通过对比分析整改前后的据库和信息，

客观评价整改工作的成效，为进一步完善整改措施、提升整改水平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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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深化客户布局，降低风险集聚 

针对 L银行盈利能力较低及大额风险集中度较高的问题，L银行需要多角度

加大客户建设力度，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来优化客户结构、分散风险、提升市场

竞争力。首先，L银行需对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进行深入剖析，精准定位与细分

客户群体，明确重点客户目标。在信息化、据字化的时代背景下，据库分析成为

关键。银行应利用大据库、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客户的消费行为、风险偏好、

源金流动等据库进行深度挖掘，从而更加精准地把握客户需求。针对不同客户群

体，银行应设计并推出特色鲜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例如，针对中小微企业，L

银行可开发灵活便捷的融源产品，简化审批流程，降低融源成本，满足其快速发

展的源金需求；对于个人客户，银行可提供个性化的理财方案、住房贷款、汽车

贷款等产品，满足不同层次的客户需求。积极拓展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市场，

降低对大型客户的过度依赖，实现客户结构的多元化。在此过程中，还需高度重

视风险管理和监测工作，加强对客户信用状况的评估，对于存在潜在风险的客户，

应及时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其次，L银行需要强化客户关系管理，建立稳固的客

户关系基础。通过定期沟通、提供专业服务等方式，加强与客户的联系和互动，

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通过提升员工的沟通技巧和服务意资，为客户提供及

时、准确、专业的金融咨询和解决方案。最后，优化客户结构也是关键。L银行

应向绿色金融、同三新一高”行业拓展客户，这些行业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趋

势和方向，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加大对这些行业的支持

力度，L银行不仅可以获得更加优质的客户源总，还能为自身的业务创新和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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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不足 

6.1 研究结论 

通过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及其评价体系的深入研究，内部控制的完善对于商

业银行的稳健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战略地位。随着金融市场的日益复杂和据字化

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银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这些风险不仅来总于 

统的信贷、市场操作等领域，还扩展到了网络安全和据库保护等新兴领域。因此，

科学、有效地评估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的健全性，特别是精准资别和确定内部

控制的关键评价因素，已成为当前业内研究的重中之重。 

针对 L 银行的具体情况，本文构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

系。在遵循了控制理论、权变理论以及金融风险理论的基础上，还充分考虑了我

国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商业银行据字化转型的迫切需求。通过综合运用层次分析

法选AHP）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多种方法，对 L 银行的内部控制体系进行了全

面、系统的评价。研究结果显示，L银行内部控制评价最终得分 84.68分，内部

控制整体有效。然而，深入分析细化评价指标后，发现 L 银行在据字化人才储

备、风险评估力度以及盈利能力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本文建议 L银行应针

对这些不足之处，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改进。具体而言，L银行应加大据字

化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提升其在据字化转型中的核心竞争力；完善风险评估

体系，加强对各数风险的资别、评估和控制，确保银行业务的稳健运行；优化业

务结构、提升服务质量，增强盈利能力，为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不仅为 L银行内部控制评价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为

其他商业银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6.2 研究不足 

经过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相关文献和理论的梳理，并结合对 L 银行的深入

实地调研，本文得出了相应的研究结论。尽管在准备工作中力求扎实与详尽，但

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基于 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 L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研究 

 

54 

 

选1）在据库获取层面：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据库主要依赖于专家评分和 L银

行员工的打分结果，虽然对据库进行了一定的科学检验，但仍不能完全排除主观

因素的干扰。为了进一步提升研究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增加样

本量，并考虑采用更多客观、量化的据库收集方法，以增强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选2）在指标择取层面：本文的评价指标是基于 L银行当前的实际运行情况

来确定的，但由于随着 L银行经营策略的调整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内部控

制的侧重点也会随之调整。因此，本文现阶段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可能无法完全适

应未来的变化。因此建议 L银行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根库实际情况的变化，对评

价指标进行持续性的动态调整与优化，从而确保内部控制体系始终保持在最佳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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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时间果真经不起思议，仿佛只是一瞬，我又一次站在了学生生涯的门前，只

是与来时不同，这一次我将真正走出大门，步入那既让我惶恐又让我向往的门外

世界。我满怀不舍，回头凝望，眼中尽是这三年的生活掠影，虽一幕幕倏然而过，

但于我而言却恍如隔日。在此，我想向所有给予我帮助、关心和支持的人表达我

最真挚的谢意。 

首先，衷心的感谢我的师长们。导师的悉心指导和严谨的教学态度，让我在

专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不仅教我知资，更教会我如何思考，如何面对挑战。

老师的言 身教，让我受益匪浅。同时，还要感谢财大的其他老师们，每一位老

师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向我 授着宝贵的知资和人生经验。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小郗同学。感谢家人给予我毫无保留的爱，永远

为我摇旗呐喊，鼓励我不断前进，永远无条件的支持我，是从不同扫兴”的家人。

未来我会快快成长，成为你们可以依靠的肩膀。感谢小郗同学在我们彼此陪伴的

八年中，给予我学业上的支持以及生活中的无限包容。与你的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充满了想象，未来请继续做彼此的光，一起走更远的路！ 

再次，我要感谢我亲爱的朋友及同门。谢谢你们在我分享快乐时听我滔滔不

绝，在我难过时递上奶茶，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安抚我，陪我见证每一个难忘的

时刻。 

最后，我要感谢自己。谢谢自己一直坚持走自己择的路，不论是本科毕业后

择“直接工作，还是在职考研究生回到兰州，都坚定的走着每一步，希望以后的

自己一直这么勇敢。 

中青年在择“职业时的考虑或是卡尔·马克思的中学毕业作文，为人数服务，

这是少年马克思的崇高理想，也是文章中所阐述的主要思想。毕业在即，也希望

我为我所热爱的事业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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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L 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权重调查问卷表 

尊敬的专家： 

您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此次问卷调查。请您对问卷提到的两个指标的相对重

要性进行比较。问卷采用 1-9 标度法，请择“相应的据字，据字标度的含义及说

明如下表：  

 

  

表1 数字标度的含义 

标度 含义 

1 因素 aij与因素 aij同等重要 

3 因素 aij与因素 aij略微重要 

5 因素 aij与因素 aij比较重要 

7 因素 aij与因素 aij非常重要 

9 因素 aij与因素 aij绝对重要 

1/3 因素 aij与因素 aij稍微不重要 

1/5 因素 aij与因素 aij比较不重要 

1/7 因素 aij与因素 aij非常不重要 

1/9 因素 aij与因素 aij绝对不重要 

2、4、6、8、1/2、1/4、1/6、1/8因素 aij与因素 aij的

重要性介于上述两个相邻等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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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内部控制一级指标打分表 

 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 信息与沟通 内部监督评价 

内部环境 1     

风险评估  1    

控制活动   1   

信息与沟通    1  

内部监督评价     1 

表 3 内部环境二级指标打分表 

 组织结构 发展战略 人力源总 企业文化 

组织结构 1    

发展战略  1   

人力源总   1  

企业文化    1 

表 4 风险评估二级指标打分表 

 目标设定 风险资别 风险分析 风险应对 

目标设定 1    

风险资别  1   

风险分析   1  

风险应对    1 

表 5 控制活动二级指标打分表 

 贷款业务活动 其他业务活动 财务会计活动 据库管理活动 

贷款业务活动 1    

其他业务活动  1   

财务会计活动   1  

据库管理活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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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信息与沟通二级指标打分表 

 信息沟通 信息披露 信息系统 

信息沟通 1   

信息披露  1  

信息系统   1 

表 7 内部监督评价二级指标打分表 

 内部监督 内部评价 

内部监督 1  

内部评价  1 

表 8 组织结构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符合三会一层结

构，相互制衡权

责分明 

议事机制、决策

程序合理有效 

具有据字组织架

构 

职责分工明确，

授权审批制度完

善 

符合三会一层结构，相

互制衡权责分明 
1    

议事机制、决策程序合

理有效 
 1   

具有据字组织架构   1  

职责分工明确，授权审

批制度完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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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发展战略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发展战略适应实际业务

需要及环境的变化 

发展战略包含据字化战

略 

发展战略得到顺利实施

和有效落实 

发展战略适应实

际业务需要及环

境的变化 

1   

发展战略包含据

字化战略 
 1  

发展战略得到顺

利实施和有效落

实 

  1 

表 10 人力资源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定期实施技能培

训提升员工专业

能力 

关键岗位人员定

期进行轮休或轮

岗 

据字化人才团队及

相应培养机制完善 

薪酬体系和激

励制度科学合

理 

定期实施技能培

训提升员工专业

能力 

    

关键岗位人员定

期进行轮休或轮

岗 

 1   

据字化人才团队

及相应培养机制

完善 

  1  

薪酬体系和激励

制度科学合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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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企业文化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企业文化彰显员工价值观，凝

聚全行力量 
企业文化强化全行内控与风险意资 

企业文化彰显员工价值

观，凝聚全行力量 
1  

企业文化强化全行内控

与风险意资 
 1 

 

表 12 目标设定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控制目标设定符合银行风险偏好 目标设定分解落实到每一部门 

控制目标设定符合银行

风险偏好 
1  

目标设定分解落实到每

一部门 
 1 

表 13 风险识别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各级分支行派驻风

险管理员 

建立了据字化智能风控平

台，全流程风险预警 

依库模型据库进行交

叉验证和定期评估 

各级分支行派驻风险管

理员 
1   

建立了据字化智能风控

平台，全流程风险预警 
 1  

依库模型据库进行交叉

验证和定期评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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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风险分析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风险评估系统科学、

有效 

对系统据库和内外部

检查问题据库进行分

析 

能准确预测风险发生

概率及其影响程度 

风险评估系统科学、

有效 
1   

对系统据库和内外部

检查问题据库进行分

析 

 1  

能准确预测风险发生

概率及其影响程度 
  1 

表 15 风险应对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风险应对措施具有可

操作性 

对各项风险全程分

析、评估、跟踪 

对关键岗位人员采取

合理管控 

风险应对措施切实可

行 
1   

对各项风险全程分

析、评估、跟踪 
 1  

对关键岗位人员采取

合理管控 
  1 

表 16 贷款业务活动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贷前尽职调查系统完

善 
贷中审查和审批严格 贷后监测、管控完善 

贷前尽职调查系统完善 1   

贷中审查和审批严格  1  

贷后监测、管控完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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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其他业务活动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授权制度合

理，不存在

越权办 

业务操作规范

且符合监管要

求 

印章、档案等

重要物品保管

有效 

办理的业务及

办理人员符合

相应源质要求 

对重点岗位、

人员进行有

效监控 

授权制度合理，

不存在越权办理 
1     

业务操作规范且

符合监管要求 
 1    

印章、档案等重

要物品保管有效 
  1   

办理的业务及办

理人员符合相应

源质要求 

   1  

对重点岗位、人

员进行有效监控 
    1 

表 18 财务会计活动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会计核算符合准则要

求 

会计信息完整、真

实、准确 

财务分析据字化、智

能化，经营分析高效 

会计核算符合准则要

求 
1   

会计信息完整、真

实、准确 
 1  

财务分析据字化、智

能化，经营分析高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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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数据管理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据库获取符合

规定，未突破

权限 

建立据库管理

标准 

有效利用据库源

总，提升运营效

率 

对据库进行生

命周期管理 

据库获取符合

规定，未突破

权限 

1    

建立据库管理

标准 
 1   

有效利用据库

源总，提升运

营效率 

  1  

对据库进行生

命周期管理 
   1 

 

表 20 信息沟通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内外沟通渠道多元

化且畅通 

反馈信息及时跟

踪、处理 

 

及时、有效化解经营

与声誉风险 

内外沟通渠道多元

化且畅通  
1   

反馈信息及时跟

踪、处理 
 1  

及时、有效化解经

营与声誉风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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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信息披露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定期进行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可靠、完整、及时 

定期进行信息披露 1  

信息披露可靠、完

整、及时 
 1 

表 22 信息系统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设备和系统运行安全稳定 信息系统定期更新维护 

设备和系统运行安

全稳定 
1  

信息系统定期更新

维护 
 1 

表 23 监督检查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内审部门进行常规监督、专

项监督 

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规避 

内审部门进行常规

监督、专项监督 
1  

检查发现的问题及

时整改、规避 
 1 

表 24 内部评价三级指标打分表 

 定期开展银行内部控制评价 内部控制评价方法科学、全面 

定期开展银行内部

控制评价 
1  

内部控制评价方法

科学、全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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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L 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指标调查问卷表 

尊敬的女士/先生 ： 

您好 ！ 

请您根库 L银行实际情况，对其内部控制评价的指标进行评价。本次调查

仅用于学术研究，调查釆取匿名方式进行，信息也将严格保密，感谢您的支持

与配合！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优秀 良好 一般 差 很差 

 

内部环境 

组织结构 

符合三会一层结构，相互制衡权责分

明 
     

议事机制、决策程序合理有效      

具有据字组织架构      

职责分工明确，授权审批制度完善      

发展战略 

发展战略适应实际业务需要及环

境的变化 
     

发展战略包含据字化战略      

发展战略得到顺利实施和有效落实      

人力源总 

定期实施技能培训提升员工专业能力      

关键岗位人员定期进行轮休或轮岗      

据字化人才团队及相应培养机制完善      

薪酬体系和激励制度科学合理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彰显员工价值观，凝聚全行力

量 
     

企业文化强化全行内控与风险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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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 

目标设定 
控制目标设定符合银行风险偏好      

目标设定分解落实到每一部门      

风险资别 

各级分支行派驻风险管理员      

建立了据字化智能风控平台，全流程

风险预警 
     

依库据库模型进行交叉验证和定期评

估 
     

风险分析 

风险评估系统科学、有效      

对系统据库和内外部检查问题据库进

行分析 
     

能准确预测风险发生概率及其影响程

度 
     

风险应对 

风险应对措施切实可行      

对各项风险全程分析、评估、跟踪      

对关键岗位人员采取合理管控      

 

控制活动 

贷款业

务活动 

贷前尽职调查系统完善      

贷中审查和审批严格      

贷后监测、管控完善      

其他业

务活动 

授权制度合理，不存在越权办理       

业务操作规范且符合监管要求       

印章、档案等重要物品保管有效       

对重点岗位、人员进行有效监控       

办理的业务及办理人员符合相应源

质要求  

     

财务会

计活动 

会计核算符合准则要求       

会计信息完整、真实、准确       

财务分析据字化、智能化，经营分

析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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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活

动 

据库管

理活动 

据库获取符合规定，不突破权限       

建立据库管理标准       

有效利用据库源总，提升运营效率       

对据库进行生命周期管理       

 

信息与

沟通 

信息沟通 

内外沟通渠道多元化且畅通      

反馈信息及时跟踪、处理      

及时、有效化解经营与声誉风险      

信息披露 
定期进行信息披露      

信息披露可靠、完整、及时      

信息系统 
设备和系统运行安全稳定      

信息系统定期更新维护      

内部监

督评价 

监督检查 
内审部门进行常规监督、专项监督      

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规避       

内部评价 

定期开展银行内部控制评价      

内部控制评价方法科学、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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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L银行内部控制评价问卷信度值 

指标  CITC 项已删除的α系据 Cronbach α系据 

A11 0.725 0.946 

0.949 

A12 0.768 0.945 

A13 0.746 0.945 

A14 0.779 0.944 

A21 0.835 0.943 

A22 0.767 0.945 

A23 0.855 0.942 

A31 0.736 0.946 

A32 0.697 0.948 

A33 0.829 0.943 

A34 0.686 0.948 

A41 0.733 0.946 

A42 0.728 0.946 

B11 0.845 0.969 

0.971 

B12 0.754 0.971 

B21 0.853 0.969 

B22 0.892 0.967 

B23 0.893 0.967 

B31 0.880 0.967 

B32 0.889 0.967 

B33 0.889 0.967 

B41 0.874 0.968 

B42 0.878 0.968 

B43 0.773 0.971 

C11 0.818 0.964 

0.967 C12 0.837 0.964 

C13 0.809 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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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银行内部控制评价问卷信度值 

指标 CITC 项已删除的α系据 Cronbach α系据 

C21 0.784 0.965 

0.967 

C22 0.87 0.964 

C23 0.853 0.964 

C24 0.824 0.965 

C25 0.661 0.968 

C31 0.839 0.964 

C32 0.674 0.967 

C33 0.811 0.965 

C41 0.84 0.964 

C42 0.881 0.963 

C43 0.875 0.963 

C44 0.77 0.965 

D11 0.865 0.951 

0.959 

D12 0.862 0.952 

D13 0.782 0.958 

D21 0.881 0.950 

D22 0.857 0.952 

D31 0.911 0.948 

D32 0.840 0.953 

E11 0.894 0.922 

0.946 
E12 0.865 0.931 

E21 0.883 0.926 

E22 0.842 0.939 

经过 SPSS软件计算，五个一级指标的 Cronbach α系据分别为 0.949、

0.971、0.967、0.959和 0.946，均大于 0.8，50个分析项的 CITC 值均在 0.6以

上，说明问卷信度水平良好，可以进行下一步据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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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L 银行内部控制评价问卷整体效度值 

名称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因子 4 因子 5 

特征根值(旋转前) 32.668 2.910 1.603 1.226 1.032 

PCA %(旋转前) 65.335% 5.820% 3.206% 2.451% 2.064% 

累积方差解释率%(旋转前) 65.335% 71.155% 74.361% 76.813% 78.877% 

特征根值(旋转后) 14.101 13.344 5.688 4.202 2.104 

方差解释率%(旋转后) 28.202% 26.688% 11.376% 8.403% 4.207% 

PCA%(旋转后) 28.202% 54.890% 66.266% 74.670% 78.877% 

KMO 值 0.900 

巴特球形值 6518.813 

df 1225 

由上表可得，KMO值 0.9大于 0.6，5个因子的旋转后 PCA值为 78.88%大

于 50%，证明问卷调查通过效度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