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以某大型工业企业为例，将模糊数学方法应用到重大错报风险的综合评价中，以期为按《中国注册会计

师审计准则第1211号———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简称“新审计准则”）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提供方

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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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重大错报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

一、重大错报风险的辨识

新审计准则借鉴了国际审计准则对审计风险的定义，即

认为审计风险是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审计人员发表不适

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新审计准则指出了可能表明被审计单

位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28个事项和情况。为了便于模糊综合

评价模型的建立，笔者将这28个事项和情况归为内外部环境、

经营战略、财务、会计计量与会计处理、人力资源5大类。由于

新审计准则中所列举的“经营活动或财务报告受到监管机构

的调查”与“在严厉、复杂的监管环境中开展业务”的性质相

似，从而将其合并反映在“外部环境”这一类影响因素中。经合

并性质类似的事项后，本文所建立的模型涉及5类24种可能存

在重大错报风险的事项。

二、重大错报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及实证分析

1. 建立因素集。因素集是影响重大错报风险的因素构成

的集合，它是一个普通集合，用U表示。即：U={u1，u2，…，un}。

其中：ui代表第i个影响因素，n代表因素的个数。如果因素较为

复杂，可建立多级因素集。考虑到重大错报风险的复杂性，笔

者建立两级因素集。第一级是将新审计准则中所列影响重大

错报风险的具体事项与情况划分为五类：U1为被审计单位内

外部环境；U2为经营战略；U3为财务；U4为会计计量与会计处

理；U5为人力资源。第二级是进一步将每类影响因素具体化，

即在一级指标下设二级指标，具体见表1。

2. 建立权重集。由于每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有

必要对每一个因素赋予一定权重，对重要因素赋以较大权重，

对次要因素赋以较小权重，以使评价更为客观。一级指标的

权重集A可表示为：A=（a1，a2，…，an）。其中，ai应满足ai逸0，且

移ai=1。二级指标的权重集为：Ai=（ai1，ai2，…，aim）。确定权数

可采用专家评估法或层次分析法，本文采用专家评估法，通过

问卷调查方式得到有关专家对一级指标权重的评价分别为

20%、15%、15%、40%、10%，即A=（0.2，0.15，0.15，0.4，0.1）。二级

指标的权重集分别为：A1=（0.25，0.15，0.1，0.15，0.25，0.1），

A2=（0.3，0.3，0.2，0.2），A3=（0.4，0.3，0.3），A4=（0.05，0.15，0.1，

0.1，0.1，0.25，0.15，0.05，0.05），A5=（0.4，0.6）。

3. 建立评价集。评价集也称备择集，是评价者对评价对

象可能做出的各种总的评价结果组成的集合，用V表示，即：

V=（v1，v2，…，vm）。其中，Vj表示第j个评价结果，m为总的评

价结果数。对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评价时，V=（高，中，低）。

4. 进行模糊综合评价。

（1）单因素模糊评价。单因素评价指单独从一个因素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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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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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价，以确定评价对象对评价集V的隶属程度。假设取因

素集U中的第i个因素ui进行评价，对评价集V中第j个元素Vj

的隶属度为rij，则对ui进行单因素评价可得到模糊集Ri：Ri=

（ri1，ri2，…，rim）。对所有单因素分别评价后，可得到以下矩阵：

在审计实务工作中进行重大风险评估时，可以由项目组

中的成员对影响被审计单位重大错报风险的每一个因素进行

评价，给出高、中、低的评价结果，然后对意见进行汇总。本例

中由五位注册会计师对该企业重大错报风险进行评估，得到

单因素模糊评价的汇总结果见表2。

由此得到模糊评价矩阵分别为：

（2）一级模糊综合评价。单因素模糊评价只反映一个因素

或一类因素对评价对象的影响，这对系统评价而言是远远不

够的。要综合考虑所有因素的影响，以得出更合理的评价结

果，就必须进行模糊综合评价。前文我们对重大错报风险设定

了两级指标，因此将对处于第二层次的二级指标的综合评价

视为一级模糊综合评价。设B为模糊综合评价的结果，其数学

模型可以表示为：B=A茵R。即：

B=（b1，b2，…，bm）

其中：茵表示模糊矩阵的合成运算；bj=遗（ai，夷rij）（j=

1，2，…，n）；遗表示两个模糊矩阵各元素之间最大值运算，即

两者取大；夷表示两个模糊矩阵各元素之间最小值运算，即两

者取小。

具体运算分为三步：首先，将权重集A中处于第i列的ai与

R矩阵中相对应的第i行中的每一个数值进行比较，取两者中

较小的一个，由此合成运算得到一个新的矩阵；然后，取新矩

阵中每一列的最大数值作为模糊矩阵B中的第j个数；最后，对

B中的每一个数值进行归一化处理：b=b1+b2+…+bn，B=（b1/b，

b2/b，…，bn/b）。B即为最后评价结果。

下面设B1为企业外部与内部环境具体事件X1、X2、X3、

X4、X5、X6的综合评价结果，B2为X7、X8、X9、X10的综合评价

结果，B3为X11、X12、X13的综合评价结果，B4为X14、X15、X16、

X17、X18、X19、X20、X21、X22的综合评价结果，B5为X23、X24的

综合评价结果。进行综合评价可得：

B1=A1·R1

=（0.25，0.2，0.15） B1=（0.42，0.33，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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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单因素模糊评价汇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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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结果表明：42%的人认为该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环

境可能影响到的重大错报风险度为高，33%的人认为中等，

25%的人认为低。可见，由于该企业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开展

业务并且受到较为严厉的监管，内部控制又较为薄弱，因而这

些因素对重大错报风险的影响程度较高。

按同样的方法可得：B2=（0.44，0.28，0.28），B3=（0.45，0.33，

0.22），B4=（0.56，0.33，0.11），B5=（0.17，0.33，0.5）。

（3）二级模糊综合评价。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级指标

的评估，但要对企业中所有影响到重大错报风险的因素进行

权衡，还必须进行二级综合评价，即对处于第一层次的指标进

行综合评价。由B1、B2、B3、B4、B5可得二级综合评价矩阵：

=（0.4，0.33，0.11） （0.476 2，0.392 8，0.131）。

评价结果显示，通过对该企业重大错报风险影响因素的

评价，有47.62%的人认为其重大错报风险为高，39.28%的人认

为中等，13.1%的人认为较低。按最大隶属度原则，该企业的重

大错报风险应评估为“高”。

本文建立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为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为了简化计算过程，在实务中还可以

借助计算机编程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以提高评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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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财务治理理论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治理理论和公司财务理论。本文试图理清与公司财务治理有关的几个

基本概念，为公司财务治理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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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财权与公司财务治理

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

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

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杨淑娥等，2002）。由于财务只

是公司经济事项的一个方面，公司治理结构包括财务治理结

构。公司的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子系统，它

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并对公司治理结构起很大的反作用

（黄菊波等，2003）。此外，企业是利益相关者在各自追求自身

效用（主要是经济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理性地达成的一种

合约———以价值量表现的资源的投入与产出以及在企业中

的地位所关系到的各方的根本利益。并且，企业全部活动的

结果最终都要归结到财务方面。因此，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

的核心，研究公司治理问题必须深入到财务层次。

到目前为止，国外还没有明确提出公司财务治理这一概

念，但是综观有关公司治理的文献可以发现，它们主要包括

两大类：淤比较直接地研究内部治理机制（如董事会、监事

会、审计委员会、股东大会等）、外部治理机制（如经理人市

场、证券市场、独立审计、商品市场等）问题；于具体研究企业

资本结构、投资方向、股利分配政策及报酬激励方案等与企业

治理效率的关系。其中，第二类研究呈日益递增之势。企业资

本结构、投资方向、股利政策、激励方案等是企业财权行使的

结果。所以，国外的研究已经涉及到财务治理问题。从1975年

威廉姆森首次提出治理结构概念至今仅仅只有30年的时间，

目前公司治理问题研究还处于百家争鸣、方兴未艾的阶段，其

理论体系欠系统化，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第一类理论与第

二类理论是什么关系，如何衔接？企业利益相关者争夺的控

制权究竟包括哪些，而如何配置这些具体的权力才能改善当

事人利益或企业治理效率？而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研究为解决

这些问题和完善公司治理理论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所以有人

认为，要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应转变治理思想，由目前重视公

司治理主体转变为重视公司治理客体。公司治理制度设计不

仅要考虑如何在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分配剩余控制权与剩余收

益权，而且应该考虑公司治理的客体或对象，即应该对公司控

制权和相应的收益权作进一步的分析、考察，结合公司经济活

动的具体构成，明确不同经济活动事项的相应控制权和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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