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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控制系统属于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

内部控制的核心，是内部控制在资金和价值方面的体现。财务

控制在企业经济控制系统中具有特殊地位，起着保证、促进、

监督和协调等重要作用，加强企业内部财务控制已成为企业

自身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层次分析法原理

层次分析法（AHP）首先将所要决策的问题置于一个大系

统中,这个系统中存在互相影响的多种因素，要将这些问题层

次化,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分析结构模型，之后将数学方法与

定性分析相结合，通过层层排序，最终根据各方案计算出各因

素所占的权重。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的步骤如下：

1. 构造判断矩阵。判断矩阵表示针对上一层次某因素而

言，本层次与之有关的各因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假定A层中

与下一层次因素B1，B2，…，Bn有联系，则我们构造的判断矩

阵如下：

显然，任何判断矩阵都应满足：

bij>0，bii=1，bij=1/bji

其中：i，j=1，2，…，n。因此，对于这样的判断矩阵来说，作

n（n-1）/2次两两判断就可以了。

重要的是填写判断矩阵，向填写人（专家）询问以下问题：

针对判断矩阵的规则，其中两个元素两两比较哪个重要？重要

多少？对重要性程度按1-9赋值（重要性标度值见表1）。

2. 层次单排序和一致性检验。层次单排序就是指根据判

断矩阵利用和积法、方根法计算对于上一层某因素而言本层

次与之有联系的因素的重要性次序的权值。可以归结为，求解

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对应的特征向量，即对判断矩阵B，计算

满足：

BW=姿maxW

其中：姿max为B的最大特征根；W为对应于姿max的正规化

特征向量；W的分量Wi即是相应因素单排序的权值。

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的步骤：

第一步，计算一致性指标C.I.。

C.I.=（姿max-n）/（n-1）

第二步，查表确定相应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

据判断矩阵不同阶数查下表，得到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例如，对于5阶的判断矩阵，查表得到R.I.=1.12。

第三步，计算一致性比例C.R.，并进行判断。

C.R.=C.I./R.I.

当C.R.<0.1时，认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是可以接受的；当

C.R.>0.1时，认为判断矩阵不符合一致性要求，需要对该判断

矩阵进行重新修正。通过一致性检验之后,使决策者能够根据

得到的结果做出科学的决策。

二、财务控制因素权重的确定

1. 财务控制影响因素的确定依据。财务控制是内部控制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则内部控制理论同样适用于财务控制。

按COSO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可将控制要素分为五大类，具

体内容包括：淤控制环境；于风险评估；盂控制活动；榆信息与

表 2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矩阵阶数

R.I.

1

0

2

0

3

0.52

4

0.90

5

1.12

6

1.24

7

1.32

8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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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中小企业财务控制因素问题进行了调查，根据中小企业财务人员和管理者对财务控制要素重要程度的

两两比较，利用层次分析法以确定其各种影响因素的权值，以期为中小企业完善财务控制体系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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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要性标度含义表

重要性标度

1

3

5

7

9

2袁4袁6袁8

倒数

含 义

表示两个元素具有同等重要性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袁前者比后者稍重要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袁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袁前者比后者强烈重要

表示两个元素相比袁前者比后者极端重要

表示上述判断的中间值

若元素 i与元素 j的重要性之比为 aij袁则元素 j
与元素 i的重要性之比为 aji=1/a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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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虞监控。

从上述要素内容看，每个要素下还需作进一步分类才能

揭示各要素在内部控制中的影响。同时，我们依据财务控制措

施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特点，将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各项具

体控制因素作为分层指标整体的基础。

2. 建立分层指标架构。根据上述内容我们以中小民营企

业财务控制因素权重为目标层（A）；将COSO内部控制整体

框架的五要素即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

监控作为第二层次指标（B），然后对不同的要素又细分了18

个具体因素作为第三层次指标（C）。

通过指标层次架构的建立，为应用层次分析法奠定了基

础。具体指标层次设计见表3：

3. 设计调查表并进行调查。按层次分析法的要求设计了

调查问卷，问卷设计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举例说明层次分析

法调查内容的填写；第二部分为影响企业财务控制效果的各

种因素进行两两比较的内容；第三部分为企业基本信息。我们

在2008年寒假对浙江的宁波、湖州、温州、绍兴、杭州、嘉兴等

地市的中小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60份，收回有效问

卷40份，在调查资料中我们按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等四部委

2003年联合公布的企业规模划分标准，主要以销售额和资产

总额两项指标为划分依据，对被调查的企业进行了粗略的分

类：中型企业16家，小型企业24家。被调查人员中75%是专业

会计和会计主管人员，25%是财务经理和中层管理人员，根据

他们对影响企业财务控制效果的各因素作用程度的理解填写

了调查表格。

4. 调查资料整理，构造判断矩阵。下面是将本次调查数

据进行简单算术平均统计后得出的6个矩阵。

（1）判断矩阵Bi寅A（相对于中小企业财务控制而言，5个

要素之间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如表4所示。

（2）判断矩阵Ci寅B1（相对于控制环境而言，各指标之间

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如表5所示。

（3）判断矩阵Ci寅B2（相对于风险评估而言，各指标之间

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如表6所示。

（4）判断矩阵Ci寅B3（相对于控制活动而言，各指标之间

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如表7所示。

（5）判断矩阵Ci寅B4（相对于信息与沟通而言，各指标之

间相对重要性的比较）如表8所示。

会计信息真实渊C1冤

构建了信息网络平台渊C2冤

沟通渠道畅通渊C3冤

表 8 判断矩阵 Ci寅B4

会计信息
真实渊C1冤

1

1/3

1/3

Ci寅B4
构建了信息网
络平台渊C2冤

3

1

1/2

沟通渠道
畅通渊C3冤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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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环境渊B1冤

风险评估渊B2冤

控制活动渊B3冤

信息与沟通渊B4冤

监控渊B5冤

表 4 判断矩阵 Bi寅A

控制环
境（B1）

1

1/3

1/3

1/3

1/4

Bi寅A
风险评
估（B2）

3

1

1/2

1/2

1/3

控制活
动（B3）

3

2

1

1/2

1/3

信息与
沟通（B4）

3

2

2

1

1/3

监控
（B5）

4

3

3

3

1

公司治理结构渊C1冤

组织结构渊C2冤

财会人员素质渊C3冤

企业文化渊C4冤

表 5 判断矩阵 Ci寅B1

公司治理
结构（C1）

1

1/3

1/4

1/4

Ci寅B1
组织结
构（C2）

3

1

1/2

1/3

财会人员
素质（C3）

4

2

1

1

企业文
化（C4）

4

3

1

1

风险控制目标渊C1冤

风险预警渊C2冤

表 6 判断矩阵 Ci寅B2

风险控制目标渊C1冤

1

1/3

Ci寅B2 风险预警渊C2冤

3

1

实物控制渊C1冤

财务预算渊C2冤

授权控制渊C3冤

岗位牵制渊C4冤

制度健全渊C5冤

奖罚兑现渊C6冤

表 7 判断矩阵 Ci寅B3

实物控
制渊C4冤

1

1/2

1/3

1/3

1/2

1/4

Ci寅B3
财务预
算渊C2冤

2

1

1/2

1/3

1/2

1/3

授权控
制渊C3冤

3

2

1

1/2

1

1/3

岗位牵
制渊C4冤

3

3

2

1

1

1/2

制度健
全渊C5冤

2

2

1

1

1

1/4

奖罚兑
现渊C6冤

4

3

3

2

4

1

监控

表 3

目标层（A） 要素层（B） 具体因素层（C）

公司治理结构

组织结构

财会人员素质

企业文化

风险控制目标

风险预警

实物控制

财务预算

授权控制

岗位牵制

制度健全

奖罚兑现

会计信息真实

构建了信息网络平台

沟通渠道畅通

内部审计

内部责任报告

财务监督作用

控制环境

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

信息与沟通

中

小

民

营

企

业

财

务

控

制

因

素

权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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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判断矩阵Ci寅B5（相对于监控而言，各指标之间相对

重要性的比较）如表9所示。

5. 计算各判断矩阵的权值，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我们利

用方根法计算了各判断矩阵的权值，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0。

所有判断矩阵计算的C.R.均小于0.1。因此，判断矩阵符

合一致性检验。

6. 计算财务控制因素中各指标权重的总排序。各指标在

财务控制因素的权数=指标层各因素对于因素准则层中所对

应的权重系数伊准则层中该因素相对于总目标层的权重系

数。见表11。

对于总排序权重进行一致性检验得到检验值C.R.=

0.027，小于0.1，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可以接受。

三、结论

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发现，五要素对财务控制效果的重

要性问题，企业界人士认为是顺次排序的，即控制环境跃风险

评估跃控制活动跃信息与沟通跃监控。而且认为控制环境因素

最为重要，其所占比重为0.42。可见，企业界人士认为中小企

业财务控制效果的关键是控制环境，风险评估要素次之。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风险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是客观存在的，任

何风险的发生都会给企业带来难以预料的损失。如果能积极

主动地规避风险，确定合理的风险控制目标并进行风险预警

就能减少公司损失。风险评估是内部财务控制设计的基础，风

险越大，设计的控制措施就越多、越严密。控制活动、信息与沟

通是控制目标实现的基础和重要保证。尽管各要素在控制系

统中的作用存在差异，但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不可分

割的整体。只是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主要矛盾的表现不

同而已。

具体因素权重排序为：淤公司治理结构跃于风险控制目

标跃盂组织结构跃榆会计信息真实跃虞实物控制跃愚风险预

警跃舆财会人员素质跃余企业文化跃俞财务预算跃逾构建了信

息网络平台跃輥輯訛内部审计跃輥輰訛授权控制跃輥輱訛制度健全跃輥輲訛沟通

渠道畅通跃輥輳訛内部责任报告跃輥輴訛岗位牵制跃輥輵訛财务监督作用跃

輥輶訛奖罚兑现。

在控制环境中，公司治理结构被认为最为重要，其次是组

织结构，可见企业的权利分配及制衡问题是财务控制有效与

否的关键。在风险评估方面，风险控制目标被认为最关键，控

制目标是财务控制活动的起点与归宿，明确的控制目标有助

于实际操作和考核检查。在控制活动中实物控制被认为最重

要，其次是财务预算。在信息与沟通中会计信息真实被认为最

重要，准确可靠的财务会计信息是企业评价过去、控制现在及

把握未来的重要条件。在监控中建立内部审计和内部责任报

告制度相对重要。当然量化不是绝对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反

映目前中小企业财务控制的主次因素，与目前理论和实务研

究中常常提及中小企业财务控制中要完善委托代理关系、重

视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防范风险、提高会计信息质量、重视实

物控制、提高财会人员素质、做好财务预算等等相吻合。当然，

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之中，内部财务控制系统也会随企

业内外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得到改进，其主次因素也会发生相

应的变化。

【注】本文系2007年浙江省教育厅课题野影响企业财务控

制效果因素的实证研究冶渊课题编号院20070732冤的阶段性

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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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财务控制因素中各指标权重的总排序

要 素 权 数

0.53伊0.42=0.222 6

0.24伊0.42=0.100 8

0.12伊0.42=0.050 4

0.11伊0.42=0.046 2

0.75伊0.22=0.165

0.25伊0.22=0.055

0.33伊0.18=0.059 4

0.23伊0.18=0.041 4

0.14伊0.18=0.025 2

0.10伊0.18=0.018

0.14伊0.18=0.025 2

0.06伊0.18=0.010 8

0.59伊0.12=0.070 8

0.25伊0.12=0.03

0援16伊0.12=0.019 2

0.49伊0.06=0.029 4

0.31伊0.06=0.018 6

0.20伊0.06=0.012

具体因素

公司治理结构

组织结构

财会人员素质

企业文化

风险控制目标

风险预警

实物控制

财务预算

授权控制

岗位牵制

制度健全

奖罚兑现

会计信息真实

构建了信息网络平台

沟通渠道畅通

内部审计

内部责任报告

财务监督作用

监控

控制环境

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

信息与沟通

内部审计渊C1冤

内部责任报告渊C2冤

财务监控职能渊C3冤

表 9 判断矩阵 Ci寅B5

建立内部
审计渊C1冤

1

1/2

1/2

Ci寅B5
内部责任
报告渊C2冤

2

1

1/2

财务监控
职能渊C3冤

2

2

1

R.I.

1.12

0.90

0

1.24

0.52

0.52

表 10

判断矩阵

Bi寅A

Ci寅B1

Ci寅B2

Ci寅B3

Ci寅B4

Ci寅B5

0.42

0.53

0.75

0.33

0.59

0.49

0.22

0.24

0.25

0.23

0.25

0.31

0.18

0.12

0.14

0.16

0.2

0.12

0.11

0.10

0.06

0.14 0.06

姿max

5.232

4.062

2

6.102

3.054

3.054

C.I.

0.058

0.021

0

0.020 3

0.027

0.027

C.R.

0.052

0.023 3

绝对相关

0.016 4

0.052

0.052

重要性系数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