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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结合当前内部控制的相关理论及其发展实践ꎬ分析了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实施的过程ꎬ从内部控制的

五大要素出发对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的影响因素和评价体系构建等进行了相关研究ꎬ最后根据构建的内部控制评价

体系对衡阳市 Ｊ 公司内部控制建设情况进行了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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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现状

(一)内部控制评价实施难度大

传统型的企业建设模式仍然是现今广泛存在的

一种建设模式ꎬ尽管科学技术与理念日益先进和得

到强化ꎬ但还是没有实现管理模式上的转型与升级ꎬ
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还有脱节ꎬ难以在企业的管理

和建设方面发挥其真正的作用ꎮ 市场范围内的企业

在企业管理架构上ꎬ缺乏对内部控制评价体制和机

制的指导与实践ꎬ缺乏对管理方面的创新和人才储

备ꎬ因此难以将内部控制的评价体系建设进行充分

地落实和实施ꎬ也很难在市场范围内形成关于这一

管理模式和管理思维的普及与推广ꎬ进而阻碍内部

控制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实施ꎮ
(二)内部控制评价水平有待提高

尽管相关部门出台和颁布了相关的制度法规对

企业内部的控制体制建设提供了法规依据ꎬ使不同

的企业建立了属于自己企业的内部控制评级体系ꎬ
但是在评价主体、范围和内容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

差异ꎬ导致很多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水平参差不齐ꎮ
面对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建设与发展水平的差异

性问题ꎬ需要企业进行联合开创具有特色的内部控

制评价体系ꎬ从操作性和专业性的角度出发ꎬ尽可能

地完善市场监督与企业内部控制体制机制的建设ꎮ
(三)内部控制法规差异较大

企业内部控制与管理法规主要由证监会和财政

部发布ꎬ但从这二者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来看ꎬ还存

在着明显的差异性ꎬ对企业内部控制管理的建设指

引也存在差异ꎮ 如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证监会发布了«证券

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内部控制指引»ꎬ其中对公司

内部的控制主要从承揽、立项、报送、发行上市或挂

牌、后续管理等的阶段为主要控制内容ꎻ但是财政部

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规范»对企业内部的控

制进行了区分ꎬ构建了以内部环境为重要基础、以风

险评估为重要环节、以控制活动为重要手段、以信息

与沟通为重要条件、以内部监督为重要保证ꎬ相互联

系、相互促进的五要素内部控制框架ꎮ
(四)内部控制评价意识薄弱

内部控制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ꎬ比如在

亚新科工业技术公司、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

公司、中国电信等企业都进行了明确的内部控制建

设与改革ꎬ但是从目前的市场反馈资料看ꎬ对于企业

内部的控制体系建设仍旧是少数企业ꎮ 在多数的企

业管理之中ꎬ仍旧存在着明显的科层管理体制ꎬ对于

公司内部的企业管理制度建设不够ꎬ在市场范围内

的内部控制评价意识十分薄弱ꎮ

二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的构建

(一)指标的选取

企业内部的控制评估体系建立需要围绕公司的

业务发展展开ꎮ 在最终的指标确定过程中ꎬ将结合

以往的研究成果ꎬ以«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作为指导ꎬ建立符合企业

发展的内部控制体系ꎬ为此ꎬ本文将从内部控制的 ５
要素出发进行逐一探讨ꎮ

１.内部环境

公司的内部环境 Ｐ １ 的控制中主要包括组织架

构 Ｐ １１、发展战略 Ｐ １２、人力资源 Ｐ １３、企业文化 Ｐ １４、社
会责任 Ｐ １５等方面ꎬ如表 １ 所示ꎬ从内部环境的评价

体系进行客观性地比对ꎬ进而打造适合企业内部控

制体系建设的企业内部环境ꎮ
２.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 Ｐ ２ 不仅是对企业内部的风险进行简

单的数据收集ꎬ而且是评估企业内部在哪些方面存

在着风险ꎬ根据收集到的风险信息ꎬ进行对风险应对

策略和方式的制定和执行ꎮ 为此ꎬ本要素设置下列

评价指标:风险识别 Ｐ ２１、风险分析 Ｐ ２２、风险应对 Ｐ ２３

与风险预警 Ｐ ２４ꎬ见表 ２ꎮ
３.控制活动

控制活动环节设置以下指标:资金活动 Ｐ ３１、资
产管理 Ｐ ３２、工程项目 Ｐ ３３、财务报告 Ｐ ３４与全面预算

Ｐ ３５ꎬ见表 ３ꎮ
４. 信息与沟通

信息与沟通主要由信息系统 Ｐ ４１和信息沟通 Ｐ ４２

共同组成ꎬ见表 ４ꎮ
５. 内部监督

内部监督 Ｐ５ 主要由下列指标构成:内部审计

Ｐ ５１、日常与专项监督 Ｐ ５２和监督反馈 Ｐ ５３ꎬ见表 ５ꎮ

表 １　 内部环境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说明

内部环境
Ｐ１

组织架构
Ｐ１１

Ｐ１１１ 组织架构设置是否科学合理、高效透明、相互制衡

Ｐ１１２
单位的管理层是否有明确的责任划分、权责匹配ꎬ项目实施的各个业务阶段能否进行有效的
管理

Ｐ１１３ 管理者是否拥有和掌握管理技巧与方法ꎬ能否对企业事务进行及时应对和处理
Ｐ１１４ 企业各个权力主体之间是否设置权力制衡机制ꎬ该机制是否有效且符合法律规范

发展战略
Ｐ１２

Ｐ１２１ 企业是否对企业的发展前景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划ꎬ并成立了专门的规划研究指挥部门

Ｐ１２２
企业所制定的发展战略是否依据市场经济环境、企业自身优劣、技术发展趋势、行业发展及竞
争对手状况等

Ｐ１２３ 企业的发展战略符合企业发展业务方向ꎬ稳中求进

Ｐ１２４
发展战略具有不同时期的规划和调整ꎬ能够根据不同时期的企业发展状况进行及时、科学、合
理的调整ꎬ对相关的人员配置和部门安排合情合理

人力资源
Ｐ１３

Ｐ１３１
人力资源政策对于各部门、各岗位的人才选拔是否遵照流程ꎬ能否为不同的岗位选聘和培养具
有特殊技能的工作人员和管理者ꎬ确保其拥有合格的素质和专业知识技能

Ｐ１３２
招聘与配置、开发与培训是否能够满足企业发展需要ꎬ是否对企业员工的选聘、培训和晋升确
定了完善的机制和要求

Ｐ１３３ 企业是否制定各项规章管理制度以规范员工的行为ꎬ确保各规章制度能有效施行

Ｐ１３４ 绩效管理、薪酬福利和劳动关系管理等制度设计科学合理ꎬ运行过程规范以及运行结果有效

企业文化
Ｐ１４

Ｐ１４１ 公司具有独特的经营文化与理念ꎬ具有明确的企业文化建设目标

Ｐ１４２ 管理者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理念是否与公司的发展方向、前景相符合

Ｐ１４３ 企业是否能打造独特的企业文化创造氛围ꎬ创造出具有企业特色的文化产品

Ｐ１４４ 企业内部形成独特的价值观ꎬ企业员工对企业具有归属感和成就感

Ｐ１４５ 企业的运作方式与企业的价值观相一致

社会责任
Ｐ１５

Ｐ１５１ 企业致力于吸引、发展和留任优秀人才ꎬ促进就业

Ｐ１５２ 产品质量得到监督和管理ꎬ并能够严格按照要求执行

Ｐ１５３ 企业是否有严格的建立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Ｐ１５４ 企业能否加强资源利用效率ꎬ减少污染物排放ꎬ保护生态环境

Ｐ１５５ 企业能否让员工享受到合法的权益ꎬ使企业内各岗位间协调发展ꎬ稳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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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风险评估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说明

风险评估
Ｐ２

风险识别
Ｐ２１

Ｐ２１１ 是否能识别企业在实现经营活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风险点

Ｐ２１２ 企业能否识别影响公司目标实现的风险ꎬ且风险发生后是否准确判断

风险分析
Ｐ２２

Ｐ２２１ 企业能否根据关键事项分析关键因素ꎬ并确立关键业务和事项

Ｐ２２２ 企业管理层机构能够对企业潜在的风险或者面对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应对方案制定与执行

Ｐ２２３ 企业能否对风险进行可能性的预先判定ꎬ或将风险划分等级

风险应对
Ｐ２３

Ｐ２３１ 企业是否有对风险进行分析的科学性方法ꎬ分析风险的性质等并做出有效对策

Ｐ２３２ 企业是否创建相关风险机制来追踪和控制风险ꎬ规范处置流程ꎬ责任到人

风险预警
Ｐ２４

Ｐ２４１ 是否有风险预警和突发事件处理机制

Ｐ２４２ 是否可以分析各个风险点形成的原因ꎬ并有效预测各个风险点可能引发的后果

表 ３　 控制活动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说明

控制活动
Ｐ３

资金活动
Ｐ３１

Ｐ３１１ 企业是否可以保证企业资金安全ꎬ合理防范投资、筹资及营运中的资金风险

资产管理
Ｐ３２

Ｐ３２１ 企业是否能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ꎬ合理规划资产ꎬ保证相关资产安全

工程项目
Ｐ３３

Ｐ３３１ 企业是否能够提高工程项目管理能力与效率ꎬ提高工程质量

Ｐ３３２ 企业控制应贯穿于企业的各个领域、多个层次ꎬ对于不同的环节有不同的控制机制建设和控制举措

财务报告
Ｐ３４

Ｐ３４１
企业是否能够严格规范财务报告的编制ꎬ保证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可靠性ꎬ做
好财务报告的分析利用

全面预算
Ｐ３５

Ｐ３５１ 企业是否建立严谨完善的预算考核制度ꎬ降低预算执行中的风险ꎬ并严格执行

表 ４　 信息与沟通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说明

信息与
沟通
Ｐ４

信息系统
Ｐ４１

Ｐ４１１ 是否建立起了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流系统ꎬ能否为企业内部的管理提供有用的信息

Ｐ４１２
信息渠道是否有效ꎬ是否能保证在信息传输中信息的真实和完整性ꎬ信息能否为企业内部的管
理者提供有针对性的、相对完整的信息

Ｐ４１３
企业内部的信息是否能够及时有效地向相关人员传递ꎬ便于相关责任人考核企业不同岗位人
员业绩

Ｐ４１４ 是否具有反舞弊纠错控制能力ꎬ对于突发的事件ꎬ环境的变化是否有快速反应能力

信息沟通
Ｐ４２

Ｐ４２１
企业内部的沟通机制是否建立或者得到完善ꎬ能否为每一位工作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沟通
信息

Ｐ４２２
是否构建有效便捷的沟通渠道ꎬ使沟通方式多元化便捷化ꎬ能够自下而上收集企业内部生产方
面的问题ꎬ及时处理

Ｐ４２３ 能够与企业客户建立友好的沟通交流平台ꎬ及时反馈有效信息ꎬ及时处理待解决问题

Ｐ４２４ 与监管部门的信息沟通良好ꎬ对公司的相关要求能及时传递并得到有效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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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内部监督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标准说明

内部监督
Ｐ５

内部审计
Ｐ５１

Ｐ５１１ 企业是否具有专业素养、道德修养过硬的优秀员工ꎬ是否设立独立内部审计机构

Ｐ５１２ 企业内部审计制度是否合理完善

Ｐ５１３ 内部审计工作是否按照计划独立执行ꎬ企业内部审计活动是否有效

日常与
专项监督

Ｐ５２

Ｐ５２１ 内部控制日常、专项监督检查是否完善ꎬ执行是否有效

Ｐ５２２ 企业是否对内部控制的常规情况进行动态监督检查ꎬ是否进行定期、不定期账实核对工作

Ｐ５３３ 企业能否对内部控制的关键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监督检查

监督反馈
Ｐ５３

Ｐ５３１ 内部控制监督体系机构设置、制度建设的合规性、健全性

Ｐ５３２
对于监督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指出和策略上的指导ꎬ同时对监督问题后期的改正过程进行再
监督

Ｐ５３３ 企业内部控制的缺陷得到定期的、专业的审计ꎬ并将审计结果反映给负责人员和部门

　 　 (二)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中指标权重的

确定

对于指标权重的核算与确定ꎬ具有不同的专业

方法ꎬ本文采用的是德尔斐(Ｄｅｌｐｈｉ)法ꎬ又称专家函

询调查法ꎬ主要是以专家的分析结果为研究对象ꎬ即
将众多相关领域的专家集合起来对企业的相关信息

进行收集ꎬ对企业内部控制所存在问题进行数据的

收集和整理ꎬ进而将各位专家的研究结果进行汇总

整理ꎬ进而确保研究结果的科学性ꎬ通过各位专家的

会谈达成一致的结论ꎬ从而成为构建企业内部控制

体系重要的信息来源与参考依据ꎮ 调查对象涵盖大

学教授、注册会计师、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等ꎮ 对于

各位专家给出的指标进行相应的权重赋值ꎬ计算平

均值ꎮ
计算指标权重和确定指标评价体系框架的过程

如下:
１.在设计好调查问卷之后ꎬ主要通过电子邮件

的方式进行问卷的发放ꎬ共计 ６０ 份ꎮ 最后收集到的

问卷反馈为 ５４ 份ꎬ其中:大学教授 １２ 份ꎬ注册会计

师 １４ 份ꎬ企业高管 １８ 份ꎬ政府官员 １０ 份ꎮ 问卷主

要分为两个部分ꎬ第一部分是向专家解释研究的目

的以及研究的具体思路ꎬ第二部分是要求专家们对

相关与问题中的指标体系进行评分ꎮ 这些结果是本

文计算指标权重的基础ꎮ
２.如专业人士给出的值与均值差异较大ꎬ该份

问卷就会被视为无效问卷ꎮ 在回收的 ５４ 份调查问

卷中有 ９ 份调查问卷的指标得分与均值相差较大ꎬ
为无效问卷ꎬ有效问卷为 ４５ 份ꎮ

３.在评价指标中对二级指标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与介绍ꎬ每一个以及指标下都对二级指标进行了细

分ꎬ其中二级指标的得分也会通过一定的权重进行

计算ꎮ
４.对收到的问卷数据进行各指标的二级指标控

制点计算ꎬ通过计算平均评分值的方式ꎬ对每一个二

级指标的控制点的权重进行计算ꎮ 每个指标的权重

主要是用该二级指标的专家平均评分值乘以该部分

所有二级指标的个数ꎬ再除以所有二级指标的平均

评分值之和ꎬ得到数值为该指标的权重ꎮ 最终确定

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详见表 ６ꎮ

表 ６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内部环境 组织架构 ０.２４ ０.０７
发展战略 ０.０６
人力资源 ０.０４
企业文化 ０.０４
社会责任 ０.０３

风险评估 风险识别 ０.１６ ０.０２
风险分析 ０.０４
风险应对 ０.０８
风险预警 ０.０２

控制活动 资金活动 ０.２９ ０.０７
资产管理 ０.０５
工程项目 ０.１０
财务报告 ０.０３
全面预算 ０.０４

信息与沟通 信息系统 ０.１６ ０.０９
信息沟通 ０.０７

内部监督 内部审计 ０.１５ ０.０６
日常与专项监督 ０.０６

监督反馈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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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在衡阳市 Ｊ 公司的应用

(一)公司情况简介

Ｊ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ꎬ主要业务包括原盐、多
种食盐生产加工ꎬ食盐销售ꎮ 近年来公司发展迅速ꎬ
产品遍销全国多个省市ꎮ 公司非常重视内部控制建

设ꎬ以财政部等 ５ 部委发布的一个基本规范和三个

配套指引为准则ꎬ积极进行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和

执行工作ꎮ 公司基本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内部控制制

度ꎬ在所有重大方面能做到合理有效ꎬ能确保公司财

产物资的安全完整ꎬ以及公司会计资料真实、合理、

合法、完整ꎮ
(二)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在 Ｊ 公司中的具

体实施

Ｊ 公司在对内部控制评价体系进行实施时ꎬ主
要是对其下属的市县级子公司进行的试验ꎬ在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３ 季度末开始实施ꎬ这一举措是在公司审计

部的指导下进行的ꎬ并得到了公司内其他部门的支

持和共同参与ꎮ 董事会根据该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体

系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价ꎬ从
而加强对企业内部管理的监督与评价ꎬ具体评价分

数及结果计算见表 ７ꎮ

表 ７　 衡阳市 Ｊ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的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得分
优(９０—１００]ꎻ良(８０—９０]
中(７０—８０]ꎻ及格(６０—７０]

差(０—６０]

平均分 二级指标权重 关键控制点指标得分

内部环境 组织架构 ８５ ８０ ７０ ９０ ８１.２５ ０.０７ ５.６８７５

发展战略 ７５ ７８ ８７ ６０ ７５ ０.０６ ４.５

人力资源 ８０ ７５ ８６ ９２ ８３.２５ ０.０４ ３.３３

企业文化 ７９ ８８ ７５ ９０ ７０ ８０.４ ０.０４ ３.２１６

社会责任 ９２ ７４ ８２ ６７ ８６ ８０.２ ０.０３ ２.４０６

风险评估 风险识别 ８０ ８５ ８２.５ ０.０２ １.６５

风险分析 ８５ ８８ ８３ ８５.３３ ０.０４ ３.４１３２

风险应对 ９０ ７９ ８４.５ ０.０８ ６.７６

风险预警 ５０ ７０ ６０ ０.０２ １.２

控制活动 资金活动 ８５ ８５ ０.０７ ５.９５

资产管理 ７７ ７７ ０.０５ ３.８５

工程项目 ９０ ８５ ８７.５ ０.１０ ８.７５

财务报告 ８８ ８８ ０.０３ ２.６４

全面预算 ８０ ８０ ０.０４ ３.２

信息与沟通 信息系统 ６５ ７８ ８２ ８５ ７７.５ ０.０９ ６.９７５

信息沟通 ７９ ９０ ８３ ８５ ８４.２５ ０.０７ ５.８９７５

内部监督 内部审计 ７０ ７８ ８２ ７６.６７ ０.０６ ４.６

日常与专项监督 ８９ ８０ ７６ ８１.６７ ０.０６ ４.９

监督反馈 ８７ ９１ ８０ ８６ ０.０３ ２.５８
　 　 注:具体指标得分栏中的得分是根据评价体系的三级指标打分ꎬ每个二级指标对应的三级指标数目不一样ꎬ因而有的评分是 ４ 个分值ꎬ 有
的只有 ２ 个ꎮ

　 　 从上述指标体系构建的表格指标的计算ꎬ可以

得出 Ｊ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分值为 ８１.５１ 分ꎮ 依据企

业内部控制评价标准ꎬ该公司的评分普遍大于规定

标准的 ８０ 分ꎬ但是其还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ꎬ能够

建立起更加完善的内部控制ꎮ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

出ꎬ该公司的整体内部控制效果良好ꎬ具有一定的稳

定性ꎬ但是其内部的控制环境是相对薄弱的ꎬ存在较

低的评分也可以看出其内生环境氛围欠佳ꎮ 特别是

风险预警与信息系统ꎬ需在相关技术开发上多下功

夫ꎮ 此外ꎬ需要加强内部监督ꎬ特别是内部审计关键

点的人员制度等建设ꎮ Ｊ 公司管理层应依据内部控

制评价过程及结果制定改进措施ꎬ增强执行的准确

性和规范性ꎬ进一步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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