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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目前高校财务内部控制现状，结合高校内部审计规范要求，构建了高校财务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并结

合模糊多级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了高校财务内部控制评价模型，通过对某高校的实际应用证明了其有效性，为高校的财务工

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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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财务内部控制评价模型的构建

加入WTO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企业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经营方式日趋多样化，然而相关政策的发

展却不能与经济发展同步，导致许多经济实体因内部失控而

倒闭或破产，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高等院校是我国重

要的经济实体之一，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也面临着激烈的竞

争。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总体相对落后，对于高等学校的

内部控制的规范更加滞后，目前我国高校大多数都未建立属

于自己的内部控制制度，这对高校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将产生

不良影响。

财务管理是高校管理的核心之一，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

深入，高校自主权逐步扩大，除了教学科研活动，很多高校还

开展对外投资、合资、租赁、创办校办企业等经济活动。资金使

用已经涉及教学科研、物资采购、基本建设、后勤保障、产品生

产等方方面面。资金应用的丰富化要求高校必须保证资金使

用的良性循环。然而，高校的财务预算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收支和分配的处理上不够科学、对财务的审计不够严格等

制约着高校财务工作的有序发展。因此，对高校财务实施内部

控制是时代和现实的要求，而内部控制实施的有效性则关系

着高校的生存和发展，衡量内部控制实施有效性的关键是要

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高校财务内部控制评价系统，来督促高

校内部控制的改进，使内部控制实施效果更加显著，从而形成

高校财务的良性发展。

一、高校财务内部控制概述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研究起步较晚，对于高校内部控制的

研究也很零散，一般都是在内部控制制度中对高校有所涉及，

直至 2009年 7月 7日，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宣布：《内部审计实

务指南第 4号———高校内部审计》（以下简称“《指南》”）已经

审议通过，并于 2009年 9月 1日起正式施行，这为高校内部

控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根据《指南》中对高校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审计的界定，本

文将高校财务内部控制定义为：学校相关财务人员为保证学

校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资产资金安全完整、财务资源得到合

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效果、降低财务风险、保证学校遵

守有关财经法规制度，而对学校财务进行的管理和控制活动。

《指南》对高校财务内部控制审计的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

的规定，且其界定方式延续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思

想，将高校财务的内部控制分为五个方面：控制环境、风险管

理、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督，这就要求高校的财务管理

必须达到《指南》中的标准，完善内部控制管理体制，加强审计

效果。本文基于此契合点，结合高校财务相关法律法规，致力

于构建高校财务内部控制评价体系，以期为高校内部控制发

展有所贡献。

二、高校财务内部控制评价模型的建立

根据《指南》的界定，将高校财务内部控制 U 分成 5 要

素，分别为控制环境 U1、风险管理 U2、控制活动 U3、信息与

沟通 U4以及监督 U5，即 U={U1，U2，U3，U4，U5}。《指南》中

提出，高校建立与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应当遵循全面性、重

要性、制衡性、适应性以及成本效益原则，进而将各要素进行

了二级分类，如表 1所示。

根据上述评价指标的特点———皆为定性指标，需选取合

适的评价方法将其量化。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具有结果清晰、系

统性强的特点，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适合

各种非确定性问题的解决。运用模糊多级综合评价方法可以

建立高校财务内部控制综合评价模型，具体步骤如下：

1. 确立目标集及权重。如表 1所示，目标集为 U={U1，

U2，U3，U4，U5}，相应的权重集为W={w1，w2，w3，w4，w5}，

本文采用专家系统打分法确定权重。

其中，wi（i=1，2，3，4，5）表示指标 Ui（i=1，2，3，4，5）的权

重，且 wi=1。

同理，二级指标 Uij（j=1，2，…，p）的权重为 wij（j=1，2，

…，p），且 wij=1。

2. 构建评语集。设评语集为 P=（P1，P2，…，Pm），其中 pl

（l=1，2，…，m）表示指标因素由好到差的各级评语，各指标采

用专家打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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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定隶属矩阵。设第 i 个评价因素的单因素评价集为

Ri，则：

它可以看做是 P上的一个模糊子集，其中 ril表示第 i个

因素对于第 l个属性的隶属度，ril的取值方法为：对各专家的

评分结果进行统计整理，得到对于指标 UiJ，有 pil个 Pl评语，

Pi2个 P2评语，……，Pim个 Pm评语。

则对于 i=1，2，…，k有：

4. 计算综合评价结果。运用加权平均算子先对二级指标

Uij的评价矩阵 Ri作模糊矩阵运算，得到子目标 Ui对于评语

集 P的隶属向量 Bi：

Bi=WiRi=（bi1，bi2，…，bim） （3）

多层综合评价的原则是：先从最低层开始进行评价，并将

每层的评价结果视为其高一层单因素评价集，组成高一层的

单因素评价矩阵，再对高一层进行评价，直到最高层评价结

束。根据指标体系的建立原则可知：各层中所考虑的因素必须

满足独立性，即同层各因素之问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依赖

关系。因此每一层的评价算法应该是相同的，即模糊隶属向

量B：

B=WR=（b1，b2，…，bm）=（w1，w2，…，w5），

5.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根据相关的评价原则（最大隶属

度原则，最小代价原则，置信度原则，评分原则等）和模糊集 B

的结果进行综合评价，给出内部控制的综合评价报告。

三、高校财务内部控制评价模型应用实例

为验证上述模型的有效性，特选取浙江省某高校对其财

务内部控制情况进行评价，具体评价情况如下：

1. 确立目标集及权重。本文采取专家系统打分法为每个

专家确定权重，再由专家对指标进行评定，二者加权后得到指

标最终权重，对于一级指标：

W={w1，w2，w3，w4，w5}={0.15，0.2，0.25，0.15，0.25}

对于二级指标，得到权重如表 2所示。

2. 构建评语集。本文将各指标的评语等级设为“优、良、

中、差”4个级别，即 l=4。选取 5位高校财务和内部控制方面

的专家对指标进行评分，由于篇幅限制，只给出一位专家的打

分情况（其余略），如表 2所示。

B1

B2

B5

（4）

n

j=1
蒡

rij=
pij

pij

（j=1，2，…，n） （2）

二级指标 定义或考核层面一级指标目标层

财务人员控制渊U11冤 财务人员的任职资格曰财务人员职责的限制曰对财务人员的后期培训

控制环境渊U1冤

高校财务
内部控制
评价模型
渊U冤

对关键岗位的稽查曰对薄弱环节的稽查曰定期尧不定期的抽查

财务制度控制渊U12冤 财务制度的建立曰财务计划的制定曰考核与激励机制的制定

财务流程控制渊U13冤 财务软件的应用曰各项工作衔接的程度曰数据安全性及保密性

财务职责控制渊U14冤 不相容职位相互分离曰各岗位职责明确性

财务领导重视渊U15冤 设立财经领导小组尧审核委员会尧审批领导小组

风险识别控制渊U21冤 内尧外部目标的设定曰风险管理的预警机制曰风险的识别系统

风险管理渊U2冤 风险评估控制渊U22冤 风险管理目标的可行性曰对风险评估的全面性

风险反应控制渊U23冤 风险发生的应急措施曰风险管理的监控机制曰对人事尧控制程序等变化设立反应机制

货币资金控制渊U31冤

预算控制渊U32冤

收入控制渊U33冤

支出控制渊U34冤

分配控制渊U35冤

投资控制渊U36冤

筹资控制渊U37冤

相关财务制度的实施曰相关财务流程完整性和执行力度曰相关财务文件的
审批及岗位的授权曰相关票据的保管曰财务专用章的保管曰各项资金应用
的合法性曰相关费用报批程序曰对大额资金的管理曰相关应急计划的制定

重大决策的标准制定尧重大决策的会议记录重大决策控制渊U41冤

检查控制渊U53冤

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尧完整性曰信息录入的准确性曰信息数据库的维护曰相关信息的保密性信息数据控制渊U42冤

报表形成的定期性曰报表内容设计的合理性报表报送控制渊U43冤

评估内容的全面性尧重点突出性曰内容控制体系的健全尧有效性自我评估控制渊U51冤

评估结果的改进机制曰反馈结果实施的实时性反馈意见控制渊U52冤

控制活动渊U3冤

信息与沟通渊U4冤

监督渊U5冤

表 1 高校财务内部控制评价体系

Ri=

r11

r21

rn1

r12

r22

rn2

…

…

…

…

r1m

r2m

rn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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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定综合矩阵。经式（2）对各专家的评分结果进行统计整理后，得第

1个评价因素的单因素评价集为：

4. 计算综合评价结果。由式（3）得 Ul对于评语集 P的隶属向量 Bl：

Bl=WlRl

=（0.185，0.204，0.198，0.226，0.187）

=（0.229，0.341，0.231，0.129）

同理，可得其他一级指标的评价结果，即：

B2=（0.325，0.356，0.211，0.108）

B3=（0.389，0.402，0.111，0.098）

B4=（0.328，0.387，0.215，0.07）

B5=（0.403，0.324，0.169，0.104）

由式（4）可得：

B=WR=（b1，b2，…，bm）

=（w1，w2，…，w5）

=（0.15，0.2，0.25，0.15，0.25）

5.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根据上述评价结

果，结合最大隶属度原则，显然，该高校在评语

方面为“良”以最大隶属度成立，这与实际情况

相符，该高校的财务内部控制水平还需要继续

提升。

四、总结及展望

本文以《内部审计实务指南第 4号———高

校内部审计》为基础，结合高校财务发展所面

临的实际情况，建立了高校财务内部控制评价

体系，在模糊多级综合评价方法的基础上构建

了高校财务内部控制评价模型，并对浙江省某

高校的财务内部控制进行了实际评估，从以上

评价体系来看，该体系可以在实际应用中给予

高校一定的参考，使高校在工作中明确自己的

内部控制情况，及时改进内部控制的不足之

处，提升内部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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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
模糊关系矩阵及权重

一级指标目标层

控制环境渊U1冤

高校财务
内部控制
评价模型

U

风险管理渊U2冤

控制活动渊U3冤

信息与沟通渊U4冤

监督渊U5冤

表 2 高校财务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权重

优

0.3

0.2

0.3

0.4

0.3

0.3

0.4

0.3

0.3

0.2

0.5

0.3

0.4

0.2

0.5

0.4

0.3

0.3

0.2

0.3

0.5

良

0.3

0.4

0.3

0.3

0.3

0.3

0.3

0.4

0.4

0.4

0.3

0.3

0.4

0.4

0.4

0.4

0.4

0.3

0.5

0.3

0.3

中

0.2

0.2

0.3

0.2

0.3

0.2

0.2

0.2

0.2

0.2

0.1

0.3

0.1

0.2

0.1

0.1

0.2

0.3

0.2

0.2

0.1

差

0.2

0.2

0.1

0.1

0.1

0.2

0.1

0.1

0.1

0.2

0.1

0.1

0.1

0.2

0

0.1

0.1

0.1

0.1

0.2

0.1

指标权重

0.185

0.204

0.198

0.226

0.187

0.277

0.367

0.356

0.194

0.185

0.122

0.136

0.115

0.106

0.142

0.387

0.354

0.259

0.432

0.254

0.314

财务人员控制U11

财务制度控制U12

财务流程控制U13

财务职责控制U14

财务领导重视U15

风险识别控制U21

风险评估控制U22

风险反应控制U23

货币资金控制U31

预算控制U32

收入控制U33

支出控制U34

分配控制U35

投资控制U36

筹资控制U37

重大决策控制U41

信息数据控制U42

报表报送控制U43

自我评估控制U51

反馈意见控制U52

检查控制U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