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设计了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并且在定量指标中引入现金流

量指标，构建了基于 AHP-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的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综合评价模型，并进行了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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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综合评价

中小企业现在已成为我国最活跃、发展最迅速的经济队

伍，在增加就业机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创

造税收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

中小企业的寿命较短，经营失败率高，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还很大。因此，

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小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并对其进行

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利用 AHP-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建立中小企业财务风

险综合评价模型

1. 选取评价指标和评语，建立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设

U={u1，u2，…，um}为描述被评价对象的 m 个评价指标，设

V={v1，v2，…，vn}为描述每一个评价指标的 n种评语。确定评

价指标后，即可将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分解，形成不同的层次，

建立多层次的评价指标体系。

2. 构建评判矩阵。对因素 ui（i=1，2，…，m）做出单因素评

判。因素 ui对评语 vj（j=1，2，…，n）的隶属度为 rij，这样就得出

第 i个因素 ui的单因素评判集 ri={ri1，ri2，…，rin}。这样，m个

因素的单因素评判集就构造出总的评判矩阵 R。

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中，确定评价指标的评语，可使用隶

属度函数，但是出于对可操作性的考虑，本文采用专家评定法

对各指标做出评判。

3. 确定权重。层次分析法（AHP）将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

则以报表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较低的收盘价

作为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三）保证金充抵业务的会计核算

1援 现有争议。保证金充抵资金是期货交易所的应收款

项，所以理论界对采用“应收保证金充抵款”科目进行核算毫

无异议，分歧主要集中在保证金充抵资金的对方科目上。一种

观点认为，保证金充抵业务的对方科目应当是“应付保证

金———结算准备金”，理由是，纳入“结算准备金”核算能够正

确地反映出报表日“应付保证金———交易保证金”的科目余

额、持仓量和结算价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

因为保证金充抵资金的主要用途是充抵交易保证金，因此应

当以“应付保证金———交易保证金”科目进行核算。其实，这两

种观点虽然都有其合理之处，却存在致命的缺陷。第一种观点

的主要缺陷在于会导致违背最低结算准备金制度的现象发

生。因为将保证金充抵资金纳入“应付保证金———结算准备

金”科目进行核算，有可能造成“应付保证金———结算准备金”

科目余额大于结算准备金最低余额标准，但是该科目余额中

属于会员自有资金的部分却低于结算准备金最低余额标准的

现象。第二种观点的主要缺陷是，在保证金充抵资金部分被期

货交易占用的情况下，剩余金额将会自动划入“应付保证

金———结算准备金”科目，从而出现与作为“结算准备金”核算

相同的问题。

2援 解决方法。既然现有的两种核算方式都存在致命的缺

点，那么只有突破旧框架寻求新的视角才能找到合理的解决

方法。考虑到保证金充抵资金在性质和用途上的独有特征，笔

者认为最恰当的核算方式应当是在“应付保证金”一级科目下

设置二级明细科目“充抵保证金”即设立会计科目“应付保证

金———充抵保证金”来反映保证金充抵资金。该科目余额将随

着保证金充抵业务的发生和有价证券公允价值的波动而变

化。其优点是不仅克服了原有核算方式的缺点，还一目了然地

反映出保证金充抵资金的余额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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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较少受主观判断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该法确定各指标的

权重。步骤如下：

（1）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在已建立多层次评价指标体

系的基础上，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采用 1 ~ 9标度法，在每一层

次上分别进行两两比较判断，得到评判矩阵。

（2）计算指标的单排序数值。通过求解评判矩阵的最大特

征根及其相对应的特征向量，得出各层指标相对于上一层次

中某对应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检验的目的

是避免因指标多、规模大而出现“甲比乙重要，乙比丙重要，丙

又比甲重要”等逻辑性错误。

4. 进行模糊合成，得到综合评价结果。从指标体系的最

低层开始，将对应于同一个上层指标的各指标的权重与其评

判矩阵进行模糊合成。重复本步骤，直到最高层，得到最终的

合成结果，并按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被评价对象所属的评语，

从而得到综合评价结果。

二、实例分析

考虑到普通中小企业的财务数据不容易获得，本文选取

中小企业板中的某药业公司作为被评价对象，该公司 2006年

的财务报表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文以该

公司为例，说明综合评价模型在中小企业财务风险评价中的

应用。

1. 确定评价指标和评语，建立中小企业财务风险评价指

标体系。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因素众多，有的易量化，有

的不易量化，而且评价结论往往存在模糊性，诸如能力的强弱

等。运用模糊手段来处理这个问题，会使评价结果更合理。本

文在定量指标中加入了现金流量指标，并引入了定性指标，设

计了“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如下页图所示。

此外，确定评语集 V={优良，一般，差}。

2. 构建评判矩阵。根据该公司 2006年的财务报表可计算

出各财务指标的数值。专家评定组由该公司母公司的财务负

责人，该公司的总经理，财务部门、生产部门、销售部门负责人

及注册会计师等一共 20人组成，由他们根据宏观经济环境、

市场竞争程度、同行业水平、该公司实际等情况，对各定量指

标和定性指标进行评判，得出评语，具体操作可采用问卷调查

的形式。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的方法是，将各指标的各评语出

现次数除以专家总人数（20人），如流动比率，给出“优良”这

一评语的专家有 9人，给出“一般”的有 8人，给出“差”的有 3

人，则流动比率的评判向量为（0.45，0.4，0.15），其他指标以此

类推，可得到各评判矩阵。

3. 确定权重。层次分析法常根据一定的比率标度将判断

定量化，如标度 1表示 i、j两元素同等重要，标度 3表示前者

比后者稍重要，标度 5表示前者比后者明显重要，2、4、6、8表

示重要程度介于上述每两个相邻判断之间。由前述专家评定

组成员按 1 ~ 9标度法，由上到下对每一层次各指标之间相对

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判断，采用求平均值的方法进行数据

统计，得到各判断矩阵。

中小企业财务风险（A）为最高层指标，其下一层指标为

定量评价指标（B1）和定性评价指标（B2），专家对 B1和 B2进

行两两比较后，得到判断矩阵 A-B。

本文采用方根法计算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其对应特征向

量。该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所形成的向量为M=（2，1/

2）T，对M中各元素开二次方根（次数即为该矩阵的阶数），得

，从而得到该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 A=

（0.67，0.33）T，即定量评价指标（B1）的权重为 0.67，定性评价

指标（B2）的权重为 0.33。一阶、二阶判断矩阵总是满足一致性

要求的。

定量评价指标（B1）的下一层有 C1、C2、C3、C4、C5 共五

个指标，根据专家评定组的意见，得到判断矩阵 B1-C。

获取现金能力（C5）的评判矩阵

企业基本素质（C6）的评判矩阵

内部控制能力（C7）的评判矩阵

盈利能力（C4）的评判矩阵R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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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偿债能力（C2）的评判矩阵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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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鄱Ai=1.41+0.71=2.12，到 A=（1.41，0.71）T，对 A进行归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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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财务风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图

同理，可得到该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 A1=（0.17，0.42，0.20，

0.11，0.10）T，也就是 C1、C2、C3、C4、C5对于 B1的权重。

当判断矩阵的阶数 n大于 2时，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

C.I.= =0.089。矩阵阶数=3，平均随机

一致性指标 R.I.=0.58；矩阵阶数=4，R.I.=0.90；矩阵阶数=5，

R.I.=1.12。

随机一致性比率 C.R.= =0.079<0.10，具有

满意的一致性。否则需要专家评定组重新做出判断。同理，可

求出其他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最大特征根，并进行一致性检

验。各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如下：

A2=（0.13，0.28，0.59）

A11=（0.11，0.26，0.63）

A12=（0.67，0.33）

A13=（0.48，0.27，0.16，0.09）

A14=（0.56，0.32，0.12）

A15=（0.67，0.33）

A21=（0.75，0.25）

A22=（0.8，0.2）

A23=（0.07，0.43，0.26，0.12，0.12）

4. 进行模糊合成，得到综合评价结果。短期偿债能力

（C1）的模糊综合评价向量为：

即专家评定组认为该公司的短期偿债能力属于“优良”的

程度为 0.507 5，属于“一般”的程度为 0.342 5，属于“差”的程

度为0.15，其他指标同理。

B12=（0.182 5，0.301，0.516 5）

B13=（0.304，0.463，0.233）

B14=（0.658，0.21，0.132）

B15=（0.383，0.467，0.15）

B21=（0.15，0.537 5，0.312 5）

B22=（0.21，0.43，0.36）

B23=（0.073 5，0.158，0.768 5）

B1=A1·R1=A1·（B11，B12，B13，B14，B15）T

=（0.334，0.347，0.319）

B2=A2·R2=A2·（B21，B22，B23，）T=（0.122，0.283，0.595）

B=A·R=A·（B1，B2）T=（0.264，0.326，0.41）

根据专家评定组的意见，该公司财务风险评价为“优良”

的程度为 0.264，评价为“一般”的程度为 0.326，评价为“差”的

程度为 0.41。由最大隶属度原则可知该公司面临的财务风险

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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