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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安然”事件发生后，企业的内部控制问题受到了更

多关注，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环境评价机制是解决内部控制

失效问题的关键。

内部控制环境概念是由美国的COSO组织在定义内部控

制框架概念时提出的。COSO报告指出：内部控制环境是指对

建立、加强或削弱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效率产生影响的各种

因素。其具体内容包括：员工的诚信和职业道德；董事会和审

计委员会；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组织结构；人力资源政策及

其执行等。

加强和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必须要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

环境，由于内部控制环境具有难以量化的模糊特性，如何把隐

性的内部控制环境显性化是内部控制研究的关键。笔者拟对

此作一些探讨。

一尧内部控制环境评价的意义

1. 从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角度来看。通

过对公司的内部控制环境进行数量化评估，投资者可以根据

自身的财务状况、经营能力、风险偏好等因素进行更有效的投

资。比如风险偏好者可以选择内部控制环境评估分值稍低的

公司进行投资，当然他们要求的风险收益率也较高；风险等级

不高的投资者可以选择内部控制环境状况中等的公司进行投

资，当然他们要求的风险收益率比风险偏好者要求的风险收

益率低；风险厌恶者则可以选择内部控制环境建设相当严格

的公司进行投资。

2. 从上市公司内部经营管理者的角度来看。通过运用内

部控制环境的量化指标可以更好地了解公司内部控制环境的

现状，从而可以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实现企业内部控制环境

的最优化。

3. 从金融中介机构的角度来看。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内部

控制环境状况的评估，金融机构可以决定对上市公司信贷的

方式、期限、利率的选择、收款方式的选择及其他保护性条款

的选择等。

4.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通过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环境状

况的评估，政府可以有选择性地对上市公司进行技术处理（如

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等）和行政处罚等，制约“内部人控制”，保

护中小投资者等“外部人”的权益，从而增强各利益相关者的

信心，促进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尧模糊综合评判法

（一）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是由美国运筹学家Satty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

提出的一种多层次分析决策方法，其优点和特点是：对复杂系

统所包含的难以直接量化的因素，通过建立判断矩阵来确定

其权重。

层次分析法的具体应用步骤如下：

1. 根据标度原理建立判断矩阵。

2. 对判断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列和为1）。其计算公

式为：

3. 按行求和。求和公式为：

vi= （i，j=1，2，3，…，n）

4. 归一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5. 一致性检验。一致性指标C.I.=（姿max-n）/（n-1），要

求C.I.臆0.1。其中：姿max= （AW）i/nWi。

（1）当C.R.约0.1时，通过一致性检验，wi即为所求的特征

向量。

移
n

i

wi= （i，j=1，2，3，…，n）
vi

移vj

n

j=1

移bij

n

j=1

aij

移akj

n

k=1

bij= （i，j=1，2，3，…，n）

标 度

1

3

5

7

9

2袁4袁6袁8

倒 数

含 义（ i 与 j 相 比 较）

因素 i和 j同等重要

因素 i比 j稍微重要

因素 i比 j重要

因素 i比 j明显重要

因素 i比 j绝对重要

两相邻判断的中间值

比较因素 j与 i时袁得到的判断值为院Cji=1/Cij袁Cii=1

表 1 标度及其描述

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模糊综合评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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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中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即公司治理结构、企业文化、企业的激

励机制进行了综合评价，以期丰富内部控制环境的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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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C.R.逸0.1时，没有通过一致性检验，要引入R.I.（平

均随机一致性指标）进行修正（见表2）重求W，再检验，并要求

C.R.=C.I./R.I.臆0.1。

（二）模糊综合评判法

模糊综合评判法作为模糊数学的一种具体应用方法，最

早是由我国学者汪培庄提出的。该方法的优点是：能以简单的

数学模型对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问题进行评判。其具体应用

步骤如下：

1. 建立指标集，即评价因素的集合：

U=｛u1，u2，…，un｝

2. 建立评价集，即评价结果的集合：

V=｛v1，v2，…，vn｝

3. 建立权重集，即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4. 建立模糊评判矩阵，即分别对各评判因素进行单因素

评判结果的隶属度向量组合。

R=

5. 计算模糊综合评价结果B。计算公式为：B=A·R。

三尧举例说明

1. 指标的选取。内部控制环境包括的具体内容较为广

泛，但对其进行总体归纳后可以发现，其主要由三大部分组

成，即治理结构、企业文化和激励机制。本文主要以这三大指

标作为一级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之上细化提取二级指标，从而

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伊伊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状

况进行综合评判。具体指标内容如下：

（1）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的内容较多，为了从各

个方面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的情况，本文选取以下有代表性的

四个二级指标，即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独立董事的作

用、监事会的作用以及股权分散程度。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这一指标主要是检验公司董

事长与总经理职务是否相分离，以此判断总经理受监督的程

度以及内部人控制的可能性。“独立董事的作用”这一指标包

括独立董事的独立程度、工作能力以及在公司重大问题上的

态度。独立董事是否敢于在重大问题上发表异议是衡量独立

董事对公司实施的监督行为是否有效的一个标志。“监事会的

作用”这个指标旨在对监事会进行评价，有效的监事会能有效

监督董事和经理的行为。公司的股权分散程度对内部控制有

重要影响，虽然目前对股权的分散程度并没有一个定论，但由

于其是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也将“股权分散程

度”纳入指标体系。

（2）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

分，本文选取了以下四个有代表性的指标：淤“公司的愿景”，

该指标反映了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对待风险的态度；于“公

司经营理念”，该指标反映的是公司内部控制的软环境；盂“管

理者品行与操守”，这一指标反映的是管理者的个人行为

及其受监督程度，以及管理者发生不恰当行为的可能性；榆

“员工诚实性和道德观”，这个指标主要评价员工行为以及违

反规定的可能性。

（3）激励制度。激励制度是构成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内

容，本文选取了两个有代表性的指标：淤“对管理者和员工的

激励”，该指标主要反映管理者和员工个人需要的满足程度和

业绩考评等方面的内容；于“激励与绩效的相关程度”，该指标

用来衡量激励是否有效合理，因为缺乏与绩效相匹配的激励

机制可能会产生消极作用。

2. 内部控制环境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

3. 运用层次分析法求权重。

（1）层次单排序。首先，建立判断矩阵A-B，具体如表3

所示。

其中： （i=1，2…，n）。

再次，作归一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具体计算过程为：1伊圆伊缘=2.154 4。 1/圆伊1伊3=1.144 7。

1/5伊1/3伊1=0.405 5。

2.154 4衣（2.154 4+1.144 7+0.405 5）=0.581 5

1.144 7衣（2.154 4+1.144 7+0.405 5）=0.309 0

0.405 5衣（2.154 4+1.144 7+0.405 5）=0.109 5

最后，进行一致性检验。姿max的近似计算公式为：

姿max= （AW）i/nWi

计算过程如下：

Mi=仪aij

n

j=1

Ri=
Wi

W1+W2…+Wi+…+Wn

A

B1

B2

B3

B1

1

1/2

1/5

B2

2

1

1/3

B3

5

3

1

表 3 判断矩阵 A-B

猿 猿

猿

移
n

i

维数

R.I.

1

0

2

0

3

0.58

4

0.9

5

1.12

6

1.24

7

1.32

8

1.41

9

1.45

10

1.49

表 2 维数与R.I.值

n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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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采用几何平均法求权重Wi，计算公式为：W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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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max= （AW）i/nWi=1.747衣（3伊0.581 5）+0.928 3衣（3伊

0.309 0）+0.328 8衣（3伊0.109 5）=3.003

C.R.=C.I./R.I.=一致性指标/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姿max-n）/（n-1）］/R.I.=［（3.003-3）/（3-1）］衣0.58=0.002 5约

0.1

可见，计算结果通过了一次性检验（n=3时，R.I.=0.58）。

所以，根据以上计算可以得出判断矩陈A-B的权重值：

（2）同理，可验证层次总排序也通过一致性检验：C.R.=

0.011 4约0.1。

（3）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内部控制环境进行评价。

为了综合评价伊伊企业的内部控制状况，我们聘请有关专

家共15人，整理调查结果如表8所示。

根据以上论述可知：

A1=（0.423 6，0.227 1，0.227 1，0.122 2）

B1=A1·R1=［0.102 7 0.256 0.512 0.113 2 0.015 9］

A2=（0.078 1，0.522 3，0.199 8，0.199 8）

B2=A2·R2=［0.102 6 0.279 9 0.422 5 0.179 4 0.015 6］

A3=（0.5，0.5）

B3 = A3·R3 =［0.07 0.165 0.465 0.265 0.035］

“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综合评价向量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

该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状况处于一般水平。

营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首先要改进公司治理结构，聘

用高素质的员工，培养员工的职业操守及价值观；塑造最高管

理层的良好形象，并形成成熟的经营管理风格和注重企业文

化的建设。其次，要重视控制环境的综合评估，通过选取符合

本企业实际情况的内部控制环境相关指标，量化监督内部控

制环境的完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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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伊伊企业内部控制环境单因素评价的调查结果统计

移
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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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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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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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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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伊伊企业内部控制环境评价结果隶属度结构

B=A·R=A· =［0.099 3 0.253 5 0.479 2 0.150 2

0.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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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判断矩阵 B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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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判断矩阵 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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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判断矩阵 B1-C

权 重

0.423 6

0.227 1

0.22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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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姿max=4.01袁C.I.=0.003 5袁R.I.=0.9袁C.R.=0.003 9约0.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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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判断矩阵 A-B的权重

权 重

0.581 5

0.309 0

0.109 5

注院姿max=3.003袁C.I.=0.001 5袁R.I.=0.58袁C.R.=0.002 5约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