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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潘公司财务内部控制优化研究 

中文摘要 

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形形色色的风险，为了更好地规避风险，保持

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企业必须要苦练内功，加强内部管理，而财务内部控制管理

又是核心环节。财务内部控制活动与企业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紧密相关，其成效

影响着企业日常经营业务的方方面面，因此优化企业财务内部控制管理是提升企

业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并且随着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不断改变，财务

内部控制管理也要不断地进行优化提升，以适应企业不断发展的需要。 

  本论文研究对象太潘科技作为一家售后服务解决方案的提供商，随着内外部

环境的变化，其经营压力也在日趋增加。公司在财务内部控制管理方面常常处于

被动应付的状态，无法满足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企业对内部管理的需求。太潘科技

财务内部控制管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财务内控环境不完善，财务内控制度体系

不健全；财务信息化系统功能不足；监督体系不健全。针对上述问题，结合财务

内部控制以及内部控制的相关理论，有针对性地设计出合理有效的优化方案，对

太潘科技的财务内控工作进行改革，侧重在改善财务内部控制环境，优化财务内

部控制的制度体系，加强财务信息化系统建设，完善财务内部控制监督体系。为

了保证设计出的相关优化方案能够得到有效的施行，本论文制定了相关保障措施。 

  通过对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改进的优化研究，可以有效促进太潘科技的财

务内部控制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帮助企业杜绝舞弊，减少公司的财务风险，

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有助于促进企业优化制度流程体系，提

高工作效率，减少浪费，保护公司资产安全，从而帮助企业实现健康可持续地发

展，也希望对其它类似的企业提供一些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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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OPTIMIZATION OF TELEPLAN TECHNOLOGY 

CO.,LTD 

Abstract 

Enterprises face various kinds of risks during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In order to avoid risks and keep healthy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must enhance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is important section.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is closely relevant to each business activity, it impacts 

daily operation and business. Therefore, in order to improve enterprises business 

management, it request improve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With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enterprises have to optimize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This paper takes Teleplan Technolog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hich is a provider 

of after-sales service solutions. With the continues chang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Its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 is often under passive status. The main 

problems of Teleplan technology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are as below: The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environment is not perfect, The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is not 

perfect; The function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system is insufficient; The internal 

supervisory system is not perfect.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design a targeted optimization scheme, 

reform the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environment and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process,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system, improve the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optimization scheme 

can be implemented effectively, this paper developed the relevant safeguard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n the optimization of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improvement of Teleplan Technology, it help Teleplan technology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to further improve the management level. 

 It is helpful to promote enterprises to optimize the process system, help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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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liminate fraud, reduce the company's financial risk, and provide effective data 

support for company's business decisions. It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working process,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reduce waste, protect the safety of the company's assets, so as 

to help the enterprise to achiev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lso hope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other similar enterprises.  

 

Keywords: Internal control, financial Internal control, financial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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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宏观背景 

随着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已经从高速发展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1]。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带来微观主体活力的不断增强，企

业对市场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随之带来的市场不

确定性因素也在增加。企业只有加强内部管理，苦练内功，才能合理规避经营过

程中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保持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企业内部

管理中的核心部分又是财务内部控制管理，为了能够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中生

存下来，这就要求企业要建立合理有效的财务内部控制管理体系，并且随着企业

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财务内部控制管理体系也要不断地进行优化提升，以适

应企业不断发展的需要。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是企业财务内部控制实施的前提，财务内部控制是指对企

业内部的财务管理活动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措施，目的是保护企业资产的完整性，

减少企业运营风险，改善企业日常运营效率，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最终达成

企业整体经营目标以及战略目标的实现[2]。符合企业内部管理要求的高效的财务

内控体系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水平、降低内外部风险、减少舞弊现象，

同时能够提升企业财务信息的质量水平，为企业作出科学决策提供财务支撑。这

么多年以来的市场实践证明：企业得控则强、企业失控则弱、企业无控则乱。 

（2）行业背景 

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白热化，企业间从过去的售

前竞争逐步向售后竞争转移。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不断升级，人们越来越关注产

品的售后服务水平。售后服务是企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一个重要环节，产品的

售后环节是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也体现出了企业对客户的人文关怀，

是企业后续与客户联络沟通的重要桥梁。售后环节的整体服务水平直接影响着产

品流通的健康循环，售后环节不仅影响企业的品牌形象，还影响着客户再次购买

的行为以及对周围客户消费行为的引导。而一些 OEM 制造商则希望将它的产品

售后服务外包给专业的售后公司来操作，如此专职做售后的行业应运而生。 



2 

 

售后服务行业的竞争对手不仅有来自同行的竞争，还有来自一些大型制造业

背景的企业的竞争，比如伟创力、富士康等等，这就造成一些中小型的售后服务

公司在夹缝中求生存。售后服务行业为了健康发展，就必须要提升自身的经营管

理水平，改善企业的财务内部控制管理建设。 

1.1.2 研究意义 

有效的财务内部控制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环节，对企业的高效健康运营有

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太潘科技财务内控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挖掘出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提出适合目前太潘科技发展的财务内部控制改进

策略，希望以此为契机，让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的管理水平得到有效的改善和

提升，也希望能为太潘科技的日常经营决策提供有效合理的参考意见，让公司更

加健康良性的发展。具体而言，研究意义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管理的研究，监督和监测公司的各种日

常经营活动，识别出由于财务内部控制管理不善而导致的财务异常和不稳定运营

状态，敦促管理层查找危机产生的根源，及时采取科学有效的防范措施，降低企

业经营风险，避免财产损失[2]。 

第二，帮助太潘科技构建更加完善、高效、健康的财务内部控制体系，提升

资金链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安全性，保护公司资产安全，为太潘科技提供一个较

为健康、稳定的经营环境，使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第三，有利于公司整体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的实现。设计高效合理的财务内

部控制体系，提高对公司日常运营过程中风险的识别和应对能力，对公司的日常

运营发展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指导，是公司完成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的支撑和保障。 

第四，保证公司财务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以及全面性，使太潘科技的管理

层随时掌握公司的经营状况，为管理层在重要决策上提供快速并准确的数据支撑，

使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同时也为其它类似企业的财务内部

控制优化提供一些借鉴作用。 

1.2 研究内容与思路 

1.2.1研究内容 

本论文以太潘科技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三个部分（与论文

的第三、四、五章相对应）： 

（1）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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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当前的财务内部控制现状进行分析，从控制体系、制度执行、信息化

系统、预算管理、风险管理和监督活动指出财务控制上存在的问题，并找出产生

相关问题的原因。 

（2）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 

本章主要针对太潘科技现阶段财务内部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结合太潘

科技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试图为公司的健康高效运行提供

借鉴和指导。 

（3）实现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的保障措施 

为了财务内部控制改进方案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保

障措施。 

1.2.2 研究思路 

本论文遵循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以太潘科技

的财务内部控制优化作为研究课题。首先，从课题背景介绍了当前经济发展的形

势和相关的行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简述了太潘科技在当前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

所面临的财务内部控制的相关问题，对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优化研究的必要性

作出了合理的解答。然后对相关概念与理论进行总结与梳理，为论文的研究提供

出理论依据。 

其次，通过调查问卷法了解太潘科技的财务内部控制的基本现状，并通过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分析法进行层层深入的剖析，揭示其潜藏的问题和缺陷，具体涵

盖了控制体系、制度执行、信息化系统、预算管理、风险管理和监督活动各个环

节，并找出导致相关问题的根本原因。针对问题和分析结果，根据公司目前的实

际运营情况，理论联系实际，从而提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财务内部控制优化方

案。为了优化方案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给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最后，简明扼要的总结全文，提出不足之处，并且从研究结论中引发启示思

考。 

1.2.3 技术路线 

本论文的技术路线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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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本论文的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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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1）调查问卷法 

本论文以太潘科技为研究主体，分析了公司在当前形势下面临的各种各样的

财务内部控制的相关问题，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方案，对太潘科技的财务内部

控制管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以及公开的数据资料获取，

了解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对太潘科技的财务内部控制体系进行综

合的分析评价，剖析存在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合理有效的优化方案。 

（2）文献研究法 

搜集和查阅了大量关于财务内部控制的文献资料、财经期刊以及学术论文等

等，综合分析其中先进的观点以及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本论文进行

研究的理论基础。 

    （3）定性与定量结合分析法 

定性与定量分析分别研究事物的实质以及表象。在本论文的研究中，对太潘

科技财务内部控制体系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又通过使用图表和表格进行分析比

较，深化了了研究的广度，更加形象具体，更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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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2.1 财务内部控制理论 

2.1.1 财务内部控制的概念 

伴随着早期控制理论的发展，控制理论被逐步运用到了企业财务内部控制管

理过程中，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企业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对财务内部控制

管理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社会对财务内部控制管理的认识逐步趋于一致，财务

内部控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理论系统。 

财务内部控制是指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的前提

下，对公司的财务活动进行相关约束、监督和改善等的管理活动，保证资产的安

全完整性，最终实现公司整体的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3]。根据财务内部控制的管

理制度，公司的相关管理者需要对日常财务活动进行科学有效的监督约束，并给

与必要的指导，保证企业预期财务目标的实现。简而言之，企业的财务内部控制

就是对企业的日常财务活动实施的一系列的管控措施。 

企业财务内部控制的对象主要是现金和资产，即对现金和资产的管理，使现

金和资产实现价值最大化[4]。 

2.1.2 财务内部控制的内容 

（1）货币资金控制 

资金是一个企业的命脉，资金流一旦破裂，则很有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可见

资金的重要性。财务内部控制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货币资金的日常结算进行有效合

理的管控，防止相关舞弊行为的产生。将货币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大化，同时最小

化货币资金的使用成本， 

（2）固定资产控制 

固定资产属于企业非流动性资产的组成部分，通常包括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用

到的机器设备，自建的办公厂房等等，固定资产是企业开展日常经营活动的物质

基础。固定资产的安全完整是企业能否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条件。企业需要根

据当前所持有的固定资产的特性，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设计出合理的固定资

产管理制度体系，确保固定资产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3）存货控制 

存货指的是企业持有的用作销售的产成品或者商品、处于企业日常生产过程

中的半成品、以及在企业日常生产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等。存货管理对企业流动资

金的使用效率影响较大。将存货控制在适当范围内，不仅可以减少对资金和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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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用，同时也可以降低企业对存货的日常管理成本。 

（4）应收账款控制 

应收账款指的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因销售产品或者提供劳务应向购买

方收取的款项。应收账款是企业在销售产品或者劳务的过程中被购买方所占用的

资金。应收账款的周转率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所以企业必须要

做好对应收账款的管控，提升应收账款的周转率，改善企业财务状况，确保企业

账面有充足的资金，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如果对应收账款管控不力，造成逾期

账款无法收回，就会给企业带来损失。 

（5）成本费用控制 

在收入稳定的情况下，企业要想提高利润，则需要通过降低营业成本和费用

来实现。降本增效一直是企业的工作重点。但是如果成本降低过大，将会影响产

品的品质，如若费用降低过多，也会影响到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就要求企业必

须要将成本费用控制在一个适当范围内。 

2.1.3 财务内部控制的方法 

财务内部控制方法指的是为了使企业的日常经济活动能够按照既定的规则

运行，从而采取的财务上的控制方法
[5]
。合理有效的财务内部控制方法是实现财

务内部控制目标的重要支撑。 

（1）组织规划控制 

组织规划控制指的是对企业组织机构的设置、职务分工的设置的有效性合理

性进行控制，包括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设置和管理部门及其关系的设置。企业组

织规划的设置是否科学有效深深地影响着财务内控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企业必

须要对组织规划进行科学的设置，不能使权利过分集中到某一个人或者某一部门

手中，注重权利的分散管理，形成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相互监督的管理格局，

将控制的功能置入到组织机构中，避免错弊或者舞弊行为的发生。 

（2）授权审批控制法 

授权审批控制法指企业对不同层级的不同职责范围的管理人员授予不同的

权限，在权限范围内可以无需请示上级，便可自行处理企业的日常管理事务，提

高企业日常运行效率。管理人员在被赋予权力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需要为自己的处理行为负责，增强其工作责任感。授权批准分为一般授权和特殊

授权。针对企业日常管理中的常规性事务的授权是一般授权，比如财务人员对员

工报销的审核。特殊授权是指对偶尔事件或者特殊事项进行的特别授权，比如公

司发行债券或股票。 

（3）信息系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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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内部控制在实施过程中，需要信息系统对具体的控制行为做相应的记录，

因此要求不断强化对信息系统的控制。一方面要加强信息系统的安全控制，防止

信息泄露或者被非法攻击，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信息系统的功能，减少人为修改

的可能性，为企业做决策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 

（4）预算管理控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算管理控制是企业根据预算规定的收入和支出来

监督各个部门的经济活动，保证企业的各项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同时也使各部

门的支出受到约束和管控。企业施行全面预算管理符合财务内部控制管理的需求，

从预算编制、预算的执行、监督、考核等各个方面对预算进行综合全面的管理和

控制[6]。 

（5）财产保全控制 

财产保全控制指的是为了保护企业财产安全而施行的控制举措。严格限制不

相关人员才对企业资产的接触，企业要定期对资产进行盘点，做到账实相符。同

时，要对企业资产进行相关的投保，在资产受损后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偿，减少企

业损失。发挥内部审计对财产安全的控制，通过内部审计活动，发现财产控制的

薄弱环节，提出有效合理的改善意见。 

（6）风险防范控制 

风险控制是企业为了减少或消灭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者为了减少风险发生

时带来的损失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方法。财务内控要求建立完善的风险评估和

应对机制，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以及妥善处理意外风险发生后的损失，以最小的

成本达到最大的安全保障[7]。 

（7）内部审计控制 

内部审计控制指的是公司内部的审计部门针对财务内部控制管理施行的一

系列的控制措施，是对财务内部控制的再控制手段。独立性、权威性和及时性是

确保内部审计控制有效施行的关键，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内部审计在改善财务内

控管理中的作用。 

2.2 内部控制理论 

内部控制是确保企业内部所有机构和组织正常运转的基础，是一个企业在内

部采取的自我调整、约束、规划、评价和控制的一系列方法、手段与措施的总称，

其目的是为了确保遵守法律法规，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保证企业资产安全[8]。内

部控制包括以下五个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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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部环境 

内部环境在内控五要素中居于首要地位，是企业实行内部控制的基础，是影

响内部控制建设的一系列因素的总称。内部环境不仅对其它控制要素的设计和执

行产生影响，同时还影响着企业战略目标的制定。内部环境主要包含公司的治理

结构、公司组织架构的设置、公司的经营风格、管理哲学以及相关人力资源政策

等等。 

（2）风险评估 

对各种影响公司内部控制目标实现的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进行准确及时的

识别，并对其进行科学的评价，进而采取应对策略和措施的过程，称为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的内容包括目标的设定以及风险的识别、分析、应对等等。 

    （3）控制活动 

公司管理层识别风险，对风险作出必要的指令，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

控制活动则是为了使公司管理层发出的指令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政策和程序。控

制活动贯穿于企业的每一项经济活动中，需要各个部门共同参与施行。 

（4）信息与沟通 

对企业日常管理相关的各种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将信息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

顺畅的、及时有效的传递并且应用的过程称作信息与沟通。信息与沟通贯穿于企

业的日常运营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包括信息的收集机制以及信息的沟通机制。

为了内部控制得到有效的实施，要求企业明确如何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以及传递

信息，保证信息沟通及时有效。 

（5）内部监督 

企业指定内部人员对内部控制的建立、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内部控

制施行的有效性进行客观的评价。内部监督是保障内部控制措施得到有效贯彻执

行的重要手段[9]。企业通过监督活动可以及时准确地捕捉到内部控制措施中的问

题和缺陷，进而采取有效的优化措施，健全和改善内部控制体系。监督活动主要

包括对内部控制体系整体执行情况的持续性监督，以及针对某些活动进行的专项

监督[10]。 

内部控制五个要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下： 

第一，企业应当培养积极的内部控制环境； 

第二，识别和评估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所涉及的各种重要风险点；  

第三，针对各种风险点设置相应的控制机构； 

第四，对上述过程的适当有效性进行监督与评价； 

第五，内部信息系统则为整个系统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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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文献综述 

企业内部控制是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并且随着企业管理的需要不断丰富和

完善起来的。内部控制的起步阶段是内部牵制，内部牵制的基本手段是不相容职

务相分离、账目相互核对。 

内部控制一词首次出现在 1936 年美国颁布的《独立公共会计师对财务报表

的审查》中，并被定义为：为了保护企业资金和财产安全，进而对账簿记录的准

确性和全面性进行检查而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到了上世纪 60 年代，Menzies P T

在《Finance Control as an Aid to Management》一书中指出了企业内部财务控制的

理论基础，提出内部控制的作用是帮助企业管理者在日常的运营管理活动中做出

正确的决策[11]。 

从 20 世界 80 年代开始，内部控制逐步迈向提高阶段，内部控制的研究重点

在向具体内容逐步深化。1988 年美国颁布了 55 号《审计准则公告》，提出内部

控制结构理论，并指出内部控制结构包括三个要素：控制环境、会计制度以及控

制程序，会计制度是内部控制的基础，而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的保障。 

内部控制的纲领性文件是《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也称作 COSO 报告，由

美国 COSO 委员会在 1992 年颁布，成为内部控制发展进程的里程碑。COSO 报

告将内部控制要素拓展到了五要素理论，包括控制环境、控制活动、风险评估、

信息与沟通以、监控。COSO 报告还指出：企业内部控制贯穿于企业的每一项经

济活动，需要企业全体人员共同参与，内部控制是为了实现如下目标而提供合理

保证的过程，包括实现企业财务报告的准确可靠性目标、实现日常经营管理活动

的合理有效性目标、实现对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遵循性目标等等。对内部控制的

认识也自此在社会各界逐渐得到统一[12]。 

2001 年由我国财政部颁布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成为

了我国内部控制管理最权威的标准，将内部控制定义为：企业为了保护资金和财

产安全，提升会计信息的准确可靠性，并确保企业遵守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而采

取的一系列控制手段和措施。 

2004 年《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由美国 COSO 委员会颁布，该整合框

架对内部控制进行了拓展，指出企业管理者为了达到企业的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

从而对企业采取风险管理的需求。内部控制拓展到了八大要素，如图 2-1 所示。   

2008 年由我国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五要素为基

本框架，与 COSO-IC 框架以及从 COSO-ERM 框架对内控要素的规定有些不同，

如图 2-1 所示。该规范认为内部控制是一种管理过程，由企业内部全员包括董事

会同时参与施行。达到企业经营管理的目标是内部控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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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内部控制要素介绍 

资料来源： 五部委《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由会计泰斗杨纪琬、娄尔行等编著的《经济学大词典·会计卷》中，对会计

内部控制的定义是：利用会计信息制定经营计划、对经营成果进行考核，并参与

企业日常运营管理决策，进而将企业的日常运营活动纳入有效的轨道。 

汤谷良在《财务控制新论—兼论现代企业的财务控制的再造》中提出了财务

管理的核心是财务控制，将分散的财务行为进行有机整合，从而达到实现企业经

营目标的行为，通过授权控制、全面预算管理、业绩全面评价体系等方面来对企

业实现财务控制。 

沈秀荣、吴浙在《集团公司财务管理内容研究》中指出，财务控制是指企业

为了达到既定的财务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有效处理各种相关的财务关

系。通过对规章制度的实施，明确相应的管理程序，提升企业的财务管理控制能

力。 

张双桐在《财务内部控制一般理论研究》中提出了财务内部控制在未来的发

展趋势：内部审计控制、发展战略控制、全面预算控制、对外投资控制等等[13]。 

王庭民在《关于企业会计的财务管理及内控控制探讨》中的研究对象是财务

管理和内部控制，作者认为在现代财务会计管理中，只有将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

相结合，大力加强内部控制管理，才能有效地分析出企业的具体财务状况，从而

为企业投资者以及相关管理层在做决策时提供有效的信息来源和数据支撑。 

田霞在《如何建立适合本企业的财务内部控制体系》中分析了企业日常运营

过程中在财务内部控制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建立和实施财务

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议：制定合理的控制制度流程，创建良好的控制环境，加强预

算管理控制，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加强内部审计控制，实行公正合理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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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机制等等。 

综上所述，企业的内部控制在企业财务内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改善内部控

制体系是财务内控研究的重要环节。虽然近年来财务内控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但

是不论是 COSO 框架还是国内的内部控制准则，都只是对企业内部控制提供了

指导。怎样利用内部控制的理论搭建属于太潘科技的财务内部控制体系，防范财

务风险，切实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才是太潘科技当下面临的现实问题。本论

文通过对太潘科技存在的各种财务内部控制管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了财

务内部控制改进方案，可以为太潘科技提升财务管理水平提供有效的指导，并对

其它同类型企业改善财务内部控制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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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现状分析 

本章对太潘科技的业务情况作了简单介绍，围绕着内部控制和财务内部控制

相关理论阐述了太潘科技的财务内部控制活动的基本情况，找出财务内部控制管

理过程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问题，针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剖析出问题产生的根

源，为优化方案的提出奠定基础。 

3.1 太潘科技简介 

1983 年太潘集团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宣告成立，经过 15 年的发展，1998 年

太潘集团得以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通过并购和持续的有机发展获得

了快速的增长。公司客户遍及全球，包括西部数据，东芝，日立，思科，微软，

三星等等. 涉及服务的产品有硬盘，电脑，手机，通信基站，网络设备，人工智

能产品，远程信息处理系统等。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这标志着我国的产

业对外开放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纪元。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正值中国互联网浪

潮兴起，国内涌现出一批极其有潜力的互联网公司，像新浪、搜狐、百度等这样

的网络公司异军突起，使得企业级硬盘、服务器等网络设备需求激增，此外消费

者个人手机、电脑需求也增长迅速，太潘集团管理层深信企业和个人消费者通信

存储设备需求的暴增，随之肯定会带来其相关产品维修的巨大需求，太潘集团管

理层预测未来中国的通信存储设备市场潜力巨大，硬盘、电脑、手机等通信存储

设备的维修必定将是一片蓝海，于是决定在中国成立一家专业的电子产品售后服

务公司，给客户提供专业的售后服务解决方案，延长电子产品的使用寿命。随之

太潘科技应运而生。 

太潘科技成立于 2002 年末，地址位于中国园林之城，人间天堂苏州，工厂

面积近 6000 平方米。公司经营项目：组装生产、维修、检验检测计算机、通信

产品及周边电子产品等，销售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太潘的愿景是

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大的第三方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通过创新的测试、维修和价

值恢复解决方案，引领电子循环经济。太潘科技成立之后，依托着集团现有的市

场和客户资源，很快先后和西部数据、日立和东芝签订了针对机械硬盘（HDD）

的独家售后服务协议，销售额和利润均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太潘科技在 2011 年

连续 3 个季度夺得西部数据供应商评选的第一名，2012 年得到了东芝颁发的优

秀服务奖。从 2012 年开始每年都向苏州市政府申请到了离岸外包业务奖励人民

币约 100 万，2015 年得到了苏州市政府颁发的离岸外包服务示范企业的证书。

太潘科技逐步奠定了电子循环经济行业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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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市场总是风云变幻的，西部数据 CEO 卢克佐的一句玩笑话“机械硬盘

是永远无法被固态硬盘取代的”，却成为了机械硬盘的痛。固态硬盘（SSD）也

可以称作固态电子盘，其优点是：启动快，能快速写入和读取数据，噪音小，工

作适用温度范围更大，体积小，重量轻，并且不会发生机械故障等。缺点是：容

量较低，但是成本较高，使用寿命较低，数据一旦损坏不容易修复等等。2010 年

固态硬盘市场异军突起，固态硬盘的市场销量持续高涨，2011 年固态硬盘出货

量达到 1460 万片，经过两年期间的上市、收购，刺激了固态硬盘市场的发展，

2014 年之后，固态硬盘市场彻底爆发，2015 年固态硬盘的销量增至 1.02 亿片，

市场增长率高达 700%，于此同时，机械硬盘的市场份额却在不断减少，2015 年

销量下降至 4.68 亿片，市场销量下跌了 24%。如图 3-1 所示。 

 
图 3-1  HDD与 SSD的出货量比对 

资料来源：http://www.d1net.com/uploadfile/2016/1031/20161031091619973.png 企业网 

机械硬盘市场开始萎缩，不管是西部数据，日立还是东芝的机械硬盘销量都

已经开始明显下滑，同时伴随着机械硬盘的价格越来越低（如图 3-2 所示），客

户开始要求太潘科技降低收费。对于太潘科技来说，形成销售收入来源的数量和

单价都在下降，售后服务的利润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2015 年太潘苏州的销售

额和利润率开始出现下滑。虽然管理层已经意识到太潘科技不能再一味地依赖单

一的针对机械硬盘的服务，需要尽快发展新的产品服务，开拓新的市场，也做了

各种各样的努力和尝试，但是到目前为止公司的业务并没有太大的起色。 

 

http://www.d1net.com/uploadfile/2016/1031/20161031091619973.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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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SSD五年期间的价格走势图 

资料来源：http://www.d1net.com/uploadfile/2016/1031/20161031091621924.png 企业网 

由于太潘科技目前的产品主要是针对机械硬盘提供售后服务，在固态硬盘

和云存储不断发展壮大的影响下，机械硬盘的市场销量逐年下滑，这对太潘的

业务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太潘科技的销售收入和机械硬盘的销量下滑呈正相关

关系，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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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太潘科技销售额与市场上 HDD出货量趋势图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数据与 

 http://www.d1net.com/uploadfile/2016/1031/20161031091619973.png 企业网 

太潘科技此刻正经历着业绩下滑，利润流失的阵痛阶段，财务内部控制的问

题也随之凸显出来，具体表现为：财务内部控制环境不完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

体系不健全；财务信息化系统功能不足；监督体系不健全。为了太潘科技能够健

康高效，实现可持续性的良性发展，改善财务内部控制成了太潘科技当前面对的

最现实同时也是最迫切的问题。 

3.2 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基本情况 

3.2.1 财务内部控制环境基本情况 

（1）公司治理结构 

太潘科技是太潘亚洲控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太潘科技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在

遵从《公司法》以及相关法规的前提下建立的。太潘科技没有设立股东会，也没

有设立监事会，但是设立有一名监事人员。太潘科技设立了董事会，包括了 3名

成员组成。太潘科技设执行董事一名，并兼任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

工作，执行董事同时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日常工作事项，根据太潘科技的工

作流程分级分层次授权处理，重大事项由管理层集体商议表决，遇到管理层不能

统一决策的时候，由总经理作出最终决定，遇到重大事项需要报经总部审核批准。

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实行的是双线工作汇报模式，涉及太潘科技日常业务运营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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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项向太潘科技的总经理汇报工作，涉及公司财务管理的向集团总部的首席财

务官汇报工作。 

（2）公司组织架构 

根据岗位职责，结合太潘苏州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实行的是扁平化管理，

设立了生产部、人事部、采购部、财务部等相关职能部门，设立了具体的岗位职

责和任职要求。太潘科技未设销售部门，销售业务由集团总部统一安排。财务部

设有资金、税务、总账、应收、应付和出纳岗位。出纳岗位由应付会计兼任，年

度预算由总账会计兼任。财务部的主要职能是建立健全公司的财务管理规章制度

体系，负责公司整体的资金调度管理，税务筹划，准确及时地为管理层提供财务

报表和分析报告，负责与外部的政府、工商、税务、银行以及事务所等部门的日

常工作沟通安排。财务部门各个岗位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目前没有进行过岗位

轮换。财务岗位配置如图 3-4 所示： 

图 3-4  太潘公司财务部组织架构图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信息 

财务部各个岗位的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财务经理：全面负责太潘科技的日常财务管理工作，保证财务工作的合规性。

为公司发展积极调动各项资源，并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和太潘科技的管理层配

合制定公司的发展战略。负责指导公司日常营运资金的管理和调度，组织安排公

司的日常财务核算工作，搭建高效合理的会计核算体系以及匹配公司战略目标的

财务内部控制体系，为公司管理层做决策时提供数据支持，降低公司运营风险。

统筹安排太潘科技的税收筹划，降低公司的税务负担。为公司培养高效、专业以

及忠诚的财务团队。建立一个公平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保证在太潘科技财务内

部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 

总经理（执行董事）

财务经理

资金会计 税务会计 总账会计 应收会计 应付会计&出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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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会计：负责太潘科技日常生产运营所需资金的计划和调度，编制资金计

划报表，出具分析报告，并跟踪监督其执行情况。保证公司现金流安全、健康、

高效地运作。 

税务会计：对公司的各项税费进行计算并负责税务申报，及时关注各项税收

政策的变化。 在保证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对太潘科技的税收进行合理筹划，降低

公司的税收负担。 

总账会计：总账部分主要负责成本核算，准确编制财务报表并出具分析报告。

定期组织固定资产盘点工作。处理境内外关联方业务。配合安永审计师事务所做

好年度审计工作。同时管理预算工作，主要负责主导每年的预算工作，和各个业

务部门配合编制年度预算，监督预算执行情况，并对预算和实际产生的差异进行

分析。 

应收会计：及时统计销售收入并进行相关账务处理，定期按时准备应收账款

账龄分析报表，出具给销售人员，同时提供给相关管理层审阅，跟踪监督销售人

员对货款进行及时催收，并提供必要的协助，确保公司货款按时收回，减少坏账

风险。 

应付会计&出纳：应付会计职责是负责供应商发票的系统录入工作，定期和

供应商进行往来账目核对，保证应付账款数据的准确性。出纳职责是负责资金的

日常收付工作，按时整理银行回单，整理清楚后交接给相应的会计，由会计及时

在 ERP 系统进行账务处理。对公司的现金进行管理，并按时登记现金日记账。 

（3）员工对财务内部控制的认知 

太潘科技共有员工 80 人，通过问卷调查得知，财务部对内部控制的认知程

度较高，其次是采购部门，再然后是其他管理层员工对内部控制有一定的认知，

但是普通员工对内部控制的认识相对欠缺。原因是太潘集团总部设有内控部门，

每两年会对各个子公司进行审计，主要包括财务和采购，而审计的重点是财务。

总部荷兰安排两到三名审计人员到苏州进行审计工作，通常需要持续一周时间，

期间由苏州财务主导统筹协调安排各个部门配合审计工作的进行，在现场审计工

作结束后，集团审计人员会根据现场的实际审计结果出具一份完整的审计报告给

到太潘科技的管理层，写明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问题部门的回应（包括改善

方案，完成时间等），由财务部负责跟踪后续各个相关部门的具体改善事宜。由

此，财务人员对内部控制认知程度较高，其次是采购部门。由于太潘科技没有设

置专门的审计部门，也没有对所有员工进行过相关的主题培训，故而太潘科技的

普通员工对内部控制认识不足，普通员工在思想观念上没能对财务内部控制引起

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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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潘公司工作人员对内部控制的熟悉程度如图 3-5 所示： 

 

 

图 3-5  员工对内部控制认知程度结构图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问卷调查结果 

3.2.2 财务内部控制基本情况 

（1）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现状 

①资金管理 

太潘科技的资金管理制度包括五个方面，如图 3-6 所示。 

 

 

 

 

 

 

 

图 3-6  资金管理内容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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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资金计划管理方面，太潘科技制定了专门的资金计划报告编制流程，

按周对资金的收入和支出进行预测。根据流程规定，各个业务部门每周五提交接

下来 14 周的滚动资金收入和支出计划，并对预测数据和实际发生的数据的差异

部分进行解释，资金会计进行汇总整理，对不合理的部分和相关业务部门进行协

商调整，并对资金运行情况进行分析。 资金计划报告在得到太潘科技的财务经

理和总经理的批准之后，继续上报到集团总部的资金总监处，进行下一步的审核，

在得到集团资金总监的批准之后，由太潘科技财务部按照资金计划报告对资金的

日常使用进行统一的安排调度。对于紧急的付款，根据金额大小在得到相应的批

准后，方可进行特殊的付款安排。资金计划流程在实施过程中，各部门都能按照

要求提交资金收入和支出计划，财务部也能根据要求进行合理的调度安排，按照

批准的资金计划报告安排现金支出，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合理有效的管理控制，

从而提高了太潘科技营运资金的使用效率，保证公司现金流的健康稳定，合理安

排银行借贷，降低资金使用成本。 

   第二，在资金支付管理方面，太潘科技制定了严格的资金支付的相关审批流

程，规定了相关人员的付款授权限额。对于日常经营的资金支出，采用逐级授权

的审批支付（如表 3-1 所示），确保资金使用的安全性。 

表 3-1  付款授权审批表 

付款金额 财务经理 总经理 副总裁 CFO CEO 

小于等于 20万人民币 ★ ★    

大于 20万人民币，小于等于 50万人民币 ★ ★ ★   

大于 50万人民币，小于等于 100万人民币 ★ ★ ★ ★  

大于 100万人民币 ★ ★ ★ ★ ★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信息 

付款申请由各资金使用部门提交，财务部按照各个供应商的账龄按月准备付

款申请报告，得到相关批准后，开始安排银行付款，付款流程图如图 3-7 所示，

资金支付管理制度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得到了比较好的落实执行，各部门都能严

格按照流程执行，很好地保护了太潘科技资金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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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付款流程图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信息 

第三，在银行存款及账户管理方面，由出纳负责银行存款的日清月结工作，

每天对银行账户的每一笔发生额进行仔细的核对，定期编制银行余额调节表。为

了提高日常资金的结算效率，太潘科技的银行账户均已经开设了网银功能，方便

日常结算和管理，提高财务部门的银行结算方面的工作效率。网银 U 盾根据审

批流程分别由相关人员各自保管并进行网银操作，形成互相牵制的格局，避免出

现一个人操作网银付款的全过程的情形，保证资金安全。 

第四，在库存现金管理环节，太潘科技不允许申请备用金，对日常收到的现

金由出纳统一保管，每月底集中存到公司账户。对于一次性收到的金额较大的现

金规定 24 小时内存到公司账户。 

第五，在财务印章管理方面，根据太潘科技财务印章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要求财务印章必须分配到不同的人进行保管，避免一个人保管所有印章，做到内

部牵制，防范风险。印章使用需要提前申请，并登记在册。严禁将财务印章携带

到公司以外的场所使用，并且严禁将财务印章加盖在空白文件上。在实际操作过

程中，大家也都能遵照流程认真执行，降低了印章使用过程中的风险。 

   ②固定资产管理 

总经理及其他管理层出纳 财务经理

审核

网银审批

开始

网银付款

结束

网银审批：

≤ 20万，总经理；

20万-50万(包含50万）副总裁审批；

50万-100万(含100万）CFO审批；

>100万，CEO审批。

按照供应商的账龄，准

备付款申请报告

ERP系统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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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潘科技的固定资产包括两个部分：自有固定资产以及客户的固定资产。太

潘科技日常生产过程中用到的机器一部分是自己购入，一部分是客户提供（资产

的所有者是客户）。所以总的来讲太潘科技是属于轻资产运营。客户资产主要是

客户放置在太潘厂区内的机器设备，用于对机械硬盘进行日常的维修检测。 

为了保证资产的安全完整性，太潘科技建立了一整套固定资产管理流程，包

括资产购入，维护，盘点等管理制度，资产管理责任到人。对于客户的固定资产，

也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流程，包括定期维护盘点，并将盘点报告发给客户，客户每

年年中六月底也会安排专人到太潘科技工厂来进行盘点。 

太潘科技对于新购入的固定资产管理有着严格的管理规定，需要在专门的

CAPEX系统提交需求申请，并提供合理解释，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投资回报率等数

据，首先提交财务经理审核数据的准确性，然后提交太潘科技的总经理审批，最

后提交总部审批，在得到总部相关人员批准后方可进行采购。固定资产采购到位

后，分配至需求部门，由需求部门负责保管。 财务人员为每一个新购入的固定

资产编写固定资产卡片，卡片信息包括资产名称、规格型号、购入日期、折旧期

限、存放地点、保管部门、保管人等等的相关信息。财务部需要编写一式两份的

固定资产卡片，其中一份贴在资产的指定位置，另一份则由财务部作为留底备查。 

每年对固定资产安排两次盘点清查，一次在 6 月份，一次在 12 月份，由财

务部牵头组织盘点工作，将实际盘点数量和账面进行核对，如果发现差异，由保

管部门阐释差异原因，在得到相关批准后，财务部门要及时对账面进行相应的处

理，保证账实相符。如果是人为因素导致固定资产盘亏，经调查后，将会对事件

的相关人员进行追责。  

太潘科技每年都会对厂区内的资产购买财产保险，包括自有资产以及客户资

产。 

③记账凭证审核 

关于原始凭证的审核，太潘科技的内部凭证都有原始编号，对凭证的的使用

也做了严格的规定。所有编号的原始凭证不能丢弃，全部需要存档，安排专人负

责保管，并且安排专门人员对凭证进行不定期的抽查。在外部凭证审核方面，根

据太潘科技的凭证查验和复核制度，通过各种官方网站查询外部凭证的真伪，或

者直接拿到相关机构确认。 

④采购管理 

根据太潘科技的采购流程，采购部门独立负责供应商筛选，签订合同等环节，

没有其它部门的参与，只在要求付款的环节才会通知财务部门安排付款事宜。在

采购流程中，内控缺失，财务部没有能起到控制、监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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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存货管理 

太潘科技的存货包括两部分，太潘自有的存货以及第三方客户代管的存货。

太潘对自有存货管理有完整的制度流程，所有的收货、发货都必须经过财务信息

系统操作，定期进行盘点。但是对于第三方客户代管的存货缺乏严格的监管制度

流程，没有将第三方客户的代管存货纳入财务信息系统，存货出入库使用的是手

工单据，采用 Excel 表格进行登记处理，不仅效率低，而且容易出错，数据缺乏

可靠性，日常也没有对第三方代管存货进行定期的盘点，只在客户提出要求时才

会安排盘点，给第三方存货带来了较大的风险。 

    ⑥应收账款管理 

企业在销售过程中难免会用到赊销的方式，货款并不能立刻回笼，而需要在

未来的某个时刻才能收回货款，这部分价值就称作应收账款。财务部负责将每个

月的应收账款的账龄分析报表进行分析整理，提交到销售部门，由销售人员对客

户进行催款，财务也会提供必要的协助。如果货款超期两个月仍未收回，将会上

报到集团销售总监处理。由于收款没有和销售的绩效挂钩，常常发生客户拖欠货

款的情况。对于有风险的货款，计提坏账准备金。对于欠款超过六个月并且客户

没有明确支付货款日期的，由财务部发起，采取法律手段追讨货款。 

（2）财务内部控制的信息系统现状 

①财务信息系统的使用 

在对信息系统的应用上，涉及到的系统比较多。太潘公司的财务处理使用的

是 IFS 系统（这是一家境外的软件开发商），目前只使用到财务模块，但是不能

自动生成月度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每个月初太潘的财务人员需要先将 IFS 的

科目余额表导出，通过 Excel 模板整理计算出每个月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由

于太潘集团是跨国企业，总部在荷兰，所以每个月需要做两套报表(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一套是根据国内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做出的本地报表，另一套是根据

国际会计准则做出的管理报表。每个月的集团财务会议使用的都是管理报表，集

团对本地报表的关注度不高。 

采购模块使用的是另外一个专门的采购系统 PO online，这两个系统进行对

接，实现存货管理。销售模块没有专门的系统，每个月的销售额通过 Excel 进行

数据维护，但是这些 Excel 数据可以在客户的 ERP 系统里进行匹配(主要涉及到

的 ERP 系统是 oracle 和 SAP)。太潘公司的主营业务是针对电子产品提供售后服

务，根据被提供售后服务的电子产品的数量进行最终的结算。每一个电子产品的

序列号都是唯一的，相当于人类的身份证号码。根据客户要求，需要在客户的 ERP

系统里对提供售后服务的电子产品的序列号进行一一录入，由此销售额的计算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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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根据录入客户系统的产品数量乘以单价进行结算。 

薪资结算用到的是 ADP 系统，这个系统用于每个月所有员工的薪资计算，

每个员工都有各自的账号，在公司将薪资信息录入完毕后，员工可以登录查看自

己的工资明细。 

公司还用到一个系统是固定资产的审批系统 CAPEX，集团所有的固定资产

采购都需要通过 CAPEX 系统提交固定资产的采购申请，不同类型的固定资产对

应不同的审批流程，只有在得到所有审批人的批准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采购动

作。 

关于员工报销，太潘集团使用的是 SAP Concur 系统，所有子公司员工的报

销必须在此系统提交报销申请，上传相关原始凭证，由总部安排的两个人在系统

里审核整个集团所有员工的报销。审核完成后相关批准文件下达到各子公司的财

务，由各个子公司财务部安排付款。 

②财务信息系统的维护 

各个信息系统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由财务部和 IT 人员兼任，系统发生问

题的时候，通常是谁有空谁就去处理，由于不是专业的系统维护人员，也没有经

过专业的培训，常常花了大量时间在处理信息系统问题上，最后问题也没有得到

彻底解决。 

③财务信息的传递 

太潘科技日常信息传递的主要工具是邮箱，办公室员工都有各自的唯一的企

业邮箱，工作上的沟通通过邮箱处理。同时辅以面对面的周会或者月会。车间工

人没有邮箱，日常沟通主要以和自己的直属主管进行面谈。此外，太潘科技还在

公共区域设立了意见箱，收集公司内外部信息，包括员工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公

司规定对于员工提出的建议如果被采纳了，公司会给与一定的奖励。但是由于在

实际操作中没有安排专人进行意见箱的管理，也没有在公司内部做相应的宣传工

作，所以员工投递意见书的情况很少，同时，公司对于偶尔收到的意见书并没有

及时给员工做出相应或者合适的反馈，所以意见箱就变成了一个形象工程。  

（3）财务内部控制的监督体系现状 

太潘公司的财务内部控制监督体系现状可以从财务预算控制现状、财务风险

控制现状以及内部审计控制现状三方面进行阐述。 

①财务预算控制现状 

太潘科技的年度财务预算考核遵从集团制度要求，太潘集团启动预算程序，

召开预算动员大会，下发预算相关要求，包括各个预算模块的提交时间表，所有

子公司的预算数据在得到总部批准后开始生效。太潘集团的预算模块包括月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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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表，新增固定资产报表，应收应付报表，存货报表。 预算开始执行后，每

个月还需要提供整年的滚动预测报表，滚动预测报表只包括利润表。此外每个月

需要提供现金流量预测表。太潘科技的预算绩效考核每年一次，在次年 1月举行，

只针对经理及以上的管理层，普通员工不参与预算绩效考核。 

公司每年四季度编制下一年度的预算，由集团总部确定各个子公司下一年

度的销售收入,由于集团总部对各个子公司的销售情况没有充分的了解，信息不

对称，往往会制定出一个虚高或者偏低的年度销售预算目标，无法达到预算和

实际偏差控制在 10%范围内的目标。 

太潘科技编制年度成本费用计划、固定资产采购计划，形成一个完整的预

算利润表，同时编制下一年度的存货采购计划，预计的应收应付账款等等。提

交集团董事会批准后，再上交股东大会批准后执行。 

公司的全面预算管理小组由财务部主导，组员由各个部门安排成员加入。

全面预算小组每个月会将实际数据和预算数据作比对，找出差异，要求各相关

部门解释差异的原因并给出改善方案。经理级以上的管理层参与年度预算考

核，计算年终奖。 

对于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预算与实际存在偏差时，相关责任人会做出解

释，但是没有后续的解决方案。公司对预算执行过程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管，降

低了预算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影响了公司整体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的实现。预

算一经确定，不能修改，但是每个月会编制滚动预测报表，根据实际情况的变

化重新调整数据。年终的预算考核仍然以年度预算为考评标准。公司的预算管

理流程图如图 3-8 所示： 

 

 

 

 

 

 

 

 

 

 

 

 



26 

 

 

 

 

 

 

 

 

 

 

 

 

图 3-8  预算流程图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信息 

②财务风险控制现状 

 财务风险指的是在资金收集、资金分配和资金收回等财务活动过程中，因为

形形色色的无法预料的情况，或者发生的让企业当下无法控制的情形，从而导致

的预计收益和企业实际收益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因为产生的让企业蒙

受损失的可能性[14]。财务风险受内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不

可控因素包括：不断变化的金融政策，与时俱进的法律法规，市场竞争等等，如

果企业对预见外部环境改变的能力不足，对外部环境的敏锐度缺乏，适应能力不

足，反应滞后，都有可能会带来财务风险。而企业内部的财务风险主要来自于企

业的偿债风险，企业盈利能力风险、企业营运能力风险、企业可持续发展风险以

及企业现金流风险。 

根据太潘科技近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出，公司的风险呈现出了上升的趋势。公

司销售收入从 2015 年开始逐年下滑，主要的外部原因是我们服务的产品销量在

年年下滑，由于市场上出现了替代产品。内部原因是太潘公司的产品形式单一，

依赖于某一个大的项目，没有拓展出新的客户类型，主要客户群没有变化，对大

客户 WD 的依赖性过大。这就导致在现有客户销量下滑的情况下，太潘公司没有

足够的力量去应对，只能被动接受结果。但是太潘科技并没有设置专职的风险评

估部门，没有设立相关的风险评估管理制度体系，也没有设置风险预警体系。对

于日常经营业务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没有进行有效持续的识别和评估，没有量化风

险和应对风险的相关能力。风险的工作机制常常处于后知后觉的被动状态。员工

财务经理
太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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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的认识不足，部分员工认为只要不出重大事故就是控制了风险，相关事项

只要按照流程得到相关领导的批准就是防范了风险。太潘科技近年来的销售额按

照客户分类如图 3-9： 

 

图 3-9  太潘科技收入按照客户分类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信息 

③内部审计控制现状 

太潘集团总部设有内审部门（各子公司不设内审部门），成员包括内审总监，

以及两名内审员，隶属集团首席财务官直接管理。一般是每年对规模较大的子公

司进行审计，规模比较小的一般三到五年审计一次。内审工作主要针对子公司的

各项经营业务进行审查，主要包括审查内部各项流程制度的遵从以及执行的记录、

采购和销售合同以及相关审批记录、报销的审批记录、会计凭证的抽查等等。 

太潘科技没有设置专门的内部审计部门，公司也没有专门的部门或者人员负

责内部控制监督评价工作，都是由太潘集团总部统一安排内审工作。集团总部设

有内审部门，成员只有 3个人，由于资源有限，针对太潘科技是每两年进行一次

内部审计。内审主要针对的内容是财务环节和部分采购环节，包括会计凭证的抽

查，会计报表的分析，付款流程的审查，采购订单的审批等等，对于内审抽查不

合格的地方，出具审计报告，由各子公司自行改善，由于太潘科技自身没有内审

部门，所以改善常常没有成效，治标不治本。老问题可能会持续出现在后续的审

计工作中。由于太潘科技没有内审部门对内部控制工作进行日常监管，所以常常

会为了应付总部的审计，而突击做一些文件，以备总部的内审人员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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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的问题分析 

通过上文对太潘公司财务内部控制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其问题主要集中在

如下几个方面：  

3.3.1 财务内部控制环境不完善 

（1）财务组织架构不规范 

根据太潘科技财务部组织架构及日常工作流程，可以看出太潘科技财务部并

未设立独立的预算管理岗位，未全面地参与到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中，未充分发

挥出财务在内部控制管理中的监督职能。在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中，从开始预算

编制、预算执行、预算考核等环节，都和财务工作紧密相连，需要财务部门的全

程参与管理和协调，但是太潘科技财务部并未设置独立预算管理岗位，而是安排

总账会计兼任，对参与预算管理的的事前预测、事中监督以及事后考核的要求不

高。 

太潘科技的财务部未设立专门的出纳岗位，出纳由应付会计兼任，违反了不

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也违背了《会计法》的相关规定，给公司的资金安全带来

了一定的风险。 

（2）缺乏轮岗机制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明确规定：企业需要对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安排定

期轮岗的计划，按部就班进行岗位轮换。国家层面将会计从业人员进行轮岗纳入

基础工作规范，充分说明轮岗是必要的，能够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综合业务能力，

便于工作上的彼此沟通，进一步促进企业会计核算能力的提高。但是太潘科技财

务部门并没有按照规定实行定期的岗位轮换制度，违反了该规范的要求，不利于

财务工作的创新，也不利于员工的个人成长和职业生涯发展，对员工的工作积极

性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3.3.2 财务内部控制的制度体系不完善 

（1）财务流程与采购流程融合不紧密，部门之间缺乏制衡机制 

太潘科技的财务控制职能在采购流程中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运用，采购从

选择供应商到确定价格到合同的订立，完全由采购部门决定，其它部门的参与缺

失，削弱了财务内控的质量和水平[15]。由于缺乏相关采购控制程序而导致相关部

门之间没有形成制衡机制，这就很有可能造成采购定价不合理，让公司蒙受到不

必要的经济损失。根据目前采购和财务各环节的职能分工，财务职能没有参与到

采购的前期环节包括采购需求，订立合同等环节，采购流程只在最后要求付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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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才流转到财务部门，如表 3-1所示： 

表 3-1  采购各环节职能分工 

环节 采购部 财务部 

采购需求 ★  

筛选供应商/询价 ★  

订立采购合同 ★  

运输 ★  

验收 ★  

货款支付   ★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信息 

根据目前的管理流程，无法做到对采购流程的实时监控，容易造成物流和资

金流和信息流的分离，财务控制功能弱化，无法掌握采购流程中的整体情况，财

务风险也无法得到及时反馈。部门之间缺乏制衡机制和相关控制程序，采购部独

立负责筛选供应商、订立合同等环节，缺乏监管，很容易导致定价不合理以及产

品质量不过关等问题，给公司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所以，需要对财务内控流

程进行梳理和流程再造。 

（2）对代管存货监管不到位 

太潘科技对客户放置在厂区内的代管存货缺乏有效的监管，没有引起管理层

的足够重视，公司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对代管存货的管理制度，没有安排专人对

代管存货进行管理，也没有对代管存货进行定期的盘点，无法及时有效地了解到

代管存货的状态。对代管存货的管理出现了真空地带，出了问题有时候是互相推

诿，有时候给与客户一定的赔偿。 

太潘科技没有将代管存货纳入财务信息系统，目前靠手工记账登记代管存货

出入库，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都没有保证。公司也无法及时快捷地查询到存货

的动态和相关明细的信息，针对代管存货的管理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 

（3）应收账款的管理体系不完善 

应收账款属于流动资产的重要一环，应收账款规模过大，不利于企业的资金

周转，可能诱发系统性风险，应收账款规模过小，不利于企业未来的经营发展。

企业必须要控制好应收账款的规模，提升对应收账款的管理水平。 

    应收账款在账期内能否有效地收回，决定了公司流动资产的运行是否健康有

效。一般来讲，应收账款周转率数据越高，则表示资金回笼的速度就越快越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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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账期也就越短，坏账也相对越少，资产流动性越强。反之，则说明资金回笼

不及时，平均账期较长，坏账相对较多，影响资产流动性。通过对太潘科技最近

3年的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分析，发现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

势，这就提醒太潘科技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太潘应收账款周转率

如图 3-10所示： 

 

 

 

 

 

 

 

 

 

 

 

图 3-10  应收账款周转率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信息 

太潘科技在销售环节制定了较为有效合理的内部控制措施，包括产品定价、

合同签订以及货物出库等控制措施。但是对客户的信用管理缺乏合理有效的控制

措施。太潘科技没有授权非销售部门来负责客户的信用体系管理工作，而是由销

售部门自己独立完成对客户资料的收集，并对客户进行信用等级评定等事项。日

常操作中，销售部门为了完成销售任务，在对客户进行信用等级评定时，常会出

现放宽评定标准，给客户的账期比较随意等情况。信用管理的缺失，增加了应收

账款坏账的风险，给企业带来了较大的经营风险。太潘科技在控制应收账款风险

的环节以销售部为主导，财务部提供协助。销售部门负责签订销售合同，后续货

款主要靠财务催收，但是碰到信用较差的客户，财务催款效果不大，这就容易导

致应收账款回笼较慢，形成坏账，给公司带来应收账款上的风险，造成公司资金

的损失。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太潘科技没有将应收账款回笼纳入销售

人员的绩效考核，公司对销售人员的考核仅针对交付产品、开具发票，账面上形

成销售收入，这意味着销售收入越高，销售人员的业绩就越好，对应的提成也就

越高。因此，造成销售人员只关注销售收入的增长，而忽略货款回收的状况；第

二、客户的信用档案不规范。太潘科技尚未制定出有效的信用政策，也没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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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效的信用评估体系，容易造成客户选择的不合适，货款不能及时收回，影响

公司的资金流转，给公司的正常运营带来阻碍；第三、应收账款的信用管理机制

需要专业性人员负责实施，但是目前太潘科技的销售人员缺乏信用管理的相关专

业知识和相关技能，无法对应收账款的风险进行有效合理的管控。 

3.3.3 财务内部控制的信息系统不完善 

健全的信息与沟通系统能够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反之，如果企业的信息与

沟通系统不完善，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不能进行有效的

沟通，将会导致企业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敏感性下降，影响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 

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财务信息化对企业建设的重

要性，纷纷开始主动推进企业的财务信息化进程。通过信息化系统的深入推行来

改善内部控制，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财务信息化系统为企业内控管理提供信息

和载体，而财务内控管理为信息系统注入内容和功能。 

（1）财务信息化系统不统一 

信息化是是财务内控的技术和手段。当信息化与财务内控的匹配程度达到均

衡时，信息化就能大大促进内控目标的实现，反之，则会给内控目标的实现造成

阻碍。 

太潘苏州公司日常工作中需要用到的软件有 IFS，PO online，CAPEX, Oracle，

SAP, Concur。IFS 和 PO Online之间可以对接数据， 其它系统之间互相不关联，

并且 IFS财务系统不能自动汇算出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需要大量的

人工收集信息加工整理计算出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等财务报表，目前的财务信息

化系统大大降低了财务人员的日常工作效率，同时还对财务报表数据的准确性和

全面性造成影响。可见太潘科技整体信息化水平不高，系统控制能力较弱。日常

工作中涉及到的信息系统多种多样，而大部分系统互相之间没有做相应的对接，

导致大量的重复的工作需要人工统计复核。公司成立初期就采用了 IFS 财务系

统，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的需要，又陆续上线了采购系统 Online PO, 工资系统

ADP, 固定资产审批系统 CAPEX, 报销系统 SAP Concur, 等等。但是这些系统之

间大部分都没有做相应的对接，都需要再通过手工维护到主财务系统 IFS，数据

的可追溯性较差。财务信息管理平台较多且分散，各个财务信息管理平台处于各

自为政的状态，各个平台的财务信息成了孤岛，无法形成整齐划一的管理体系，

很难实现有效统一。 

  公司的报销系统 SAP Concur 没有对接到财务系统 IFS，报销的审批工作又

是由总部指定的两个员工负责。如此太潘科技每个月不仅需要复核 SAP Con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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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和 IFS系统的数据是否一致，还需要再次复核每一笔报销的真实有效性以

及费用发生的必要性。 

   财务系统 IFS 没有和国内的银行系统做对接，只能每个月依靠财务人员通

过手工录入网上银行系统来付款，既降低了工作效率，也影响了准确性。 

   财务系统IFS目前使用的是记账模块和部分报表模块，可以导出比如应收、

应付款的账龄报销、存货报表等，但是不能自动汇算出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每

个月财务人员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手工计算出资产负债表和利润

表，不仅大大降低了结账效率，并且也影响了数据的精确性。 

  表 3-2列举出了部分可以从财务系统 IFS直接导出的报表订单，同时列举出

了需要人工统计的报表清单，可以看出太潘科技的财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着

大量的手工工作。 

表 3-2  报表清单比对 

IFS财务系统报表目录清单 手工报表清单 

科目余额表 资产负债表 

应付(应付)账款余额/账龄表 利润表 

存货余额/账龄表 现金流量表 

固定资产清单 固定资产变动表 

预算表 预算与实际比对表 

物料价差表 物料实际成本分析表 

…… ……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信息 

（2）财务信息系统的管理和维护不善 

太潘科技没有对信息系统的日常运行安排专人进行管理和维护，一般是在系

统发生问题的时候，找到财务和 IT 人员协助解决。事后亡羊补牢，明显对信息

系统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维护。对每个岗位的系统权限也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比

如采购部门的人员也能访问销售部门的功能模块，这些都严重阻碍了财务信息系

统在财务内部控制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3）财务信息沟通系统不畅 

太潘公司内部日常工作沟通主要是通过公司邮箱进行信息的传递，辅以电话

沟通，部门之间面对面的沟通比较少。各个部门常常自己独立处理事情，并不愿

意分享具体信息给到其它部门，只有在处理过程中碰到问题了，才会通知到相关

部门要求协助。比如，销售部门谈业务，合同已经签了，交到财务部存档的时候

却发现客户的价格含税不含税都没有在合同里备注清楚，付款方式也不符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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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最后只能和客户再次沟通确认相关信息，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人财物的

浪费。如果涉及到外部，也会影响企业形象，降低外部信任度。如果能做到提前

沟通，和各部门包括财务部互相配合，通力合作，则可以避免掉大部分的问题。 

3.3.4 财务内部控制的监督体系不完善 

     （1）财务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标准不完善 

太潘集团总部在每年的 9月份下发预算通知，开启下一年度的预算工作。各

子公司提交预算数据经董事会审核通过后形成下一年度的考核目标。通常在每年

的 12 月初完成全部的预算工作。每个月结束后都要对当月实际数据和预算进行

比对总结，对差异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太潘公司虽然有一整套关于预算的流程和

体系，但是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任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①预算编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预算编制的流程，集团总部销售部门确定子公司下一年度的销售收入预

算目标,由于集团总部对各个子公司的销售情况没有充分的了解，往往会制定出

一个虚高的年度销售预算目标，难以实现。 

集团对每一个销售人员的预算有相应的考核，比如每一个销售人员在下一年

度的预算里至少要提供 500万人民币的销售收入。在这个过程中，销售人员为了

使自己的年度预算数字好看，从而更容易被集团总部接受，他们常常在提供新项

目预算时并没有实际的业务做支撑，或者在明知道拿到这个业务的机会非常小的

情况下也还是会写到下一年度的预算里，只为了能使预算顺利通过。在实际执行

的时候，这些承诺的新项目往往不能实现。导致新项目的预算没有了参考意义。

销售额实际和预算的差异如图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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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预算和实际销售额差异 

资料来源：公司内部数据 

②预算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预算方案确定后，虽然销售额的预算是由集团销售人员提供的，但是最后如

果没有拿到项目的话，也要影响到太潘科技的绩效，这种情况下，太潘科技为了

达到年度预算的目标，常常通过缩减成本，裁员来达到最终的利润目标。 

太潘科技的管理层（经理级别及以上）对整体预算负责，预算完成情况和年

终奖金挂钩，但是没有将预算目标和责任分解到各个部门，更没有将目标和责任

落实到个人。如果预算完成，则所有管理层人员拿到相同比例的年终奖，反之，

则所有管理层人员扣除相同比例的年终奖。其他基层员工不享受年终奖的政策，

所以难以避免地造成基层员工漠视的态度。 

全面预算管理需要公司全员参与，营造一个人人都有预算目标的工作氛围。

由于太潘科技没有将预算层层落实到个人，也没有对基层员工相应的激励机制，

基层员工对预算管理缺乏基本的认识，对预算执行过程也缺乏相应的控制意识。

由于对基层员工没有相应的预算激励机制，也造成他们的工作缺乏积极性。使得

预算执行难度加大，影响年度预算目标的事项。 

③预算绩效考核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预算绩效考核是保证预算目标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手段。预算绩效考核能够

敦促员工积极自主地贯彻落实既定的预算方案，帮助企业及时了解预算执行状况。

如果员工在预算执行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也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相关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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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处理。从而保证太潘科技的预算目标得以实现。 

    太潘公司预算绩效考核主要以经营利润和现金流为主要考核指标，忽视了非

财务指标的重要性，比如公司的成长性、客户满意度等没有按照一定的权重比例

纳入到预算考核体系中。目前的预算绩效考核过分夸大了财务绩效的重要性，造

成公司过分重视项目的短期业绩，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此外预算考评只和经

理级别以上人员的薪酬相关联，基层员工对预算执行的参与度不高，影响了他们

的工作热情。 也弱化了了公司预算体系在员工心理的重要性。 

（2）内部监督不深入 

内部审计是独立于企业内部的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对企业财务内部控制管

理工作的有效性进行合理的监督和评价，强化企业对财务内部控制措施的执行力

度，提升企业财务内部控制管理的水平。 

内审部门缺位。在内部审计工作中，太潘科技没有设置自己的审计部门，导

致内审的监督评价工作处在真空状态[16]。公司的财务内部控制长期处在无人监管

的状态。公司的财务内部控制是否有效并没有得到客观的监督评价。虽然太潘集

团设立有专门的审计组，审计组成员 3人，负责整个集团 28家企业的审计工作，

显然人力不足。所以审计组每年的审计工作安排是只针对大型子公司每年进行审

计，针对中型子公司是每两年进行一次审计，而针对小型子公司如果在日常工作

中没有发现重大问题，一般是不进行审计。审计职能还停留在传统的审计范围，

具体的审计工作主要是针对财务审计和内部既有流程体系的合规检查，重点放在

凭证票据和付款流程上的稽查，属于事后静态监督，缺乏时效性。审计时间和频

率固定，缺少动态即时审计以及后续跟踪程序。被审计的子公司即便平常对流程

体系执行得不到位，也可以临时突击补齐相关资料。导致审计组并不能发现企业

的真实问题，审计结果没有价值，内部审计成了流于形式的形象工程，没有在财

务内部控制活动中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直接导致部分财务内部控制措施形同虚

设，没有起到约束和防护的作用，严重削弱了太潘科技发现财务内控问题和进行

修正改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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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的优化方案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面对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也在随之不断的发生变化，财

务内部控制体系也应当做出相应的变革，从而增强对内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根

据前述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的现状，并重点描述了其中突出的问题，为了提高

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的效率，使财务内控的目标和公司的战略目标能更好的融

合，本章将根据上述问题结合内部控制和财务内部控制相关理论有针对性地提出

优化方案，以期帮助太潘科技的财务内部控制管理水平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4.1 财务内部控制优化的目标和原则 

4.1.1 财务内部控制优化的目标 

目标是所有行动的方向，明确财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的目标是首要任务，如

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可能导致错误的决策，优化方案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

木，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内部控制的目标有：第一，保证企业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第二，确保

财务信息准确真实可靠；第三，保证企业资产安全完整；第四，提高企业运营效

率，实现企业整体的经营目标和战略目标。以内部控制的目标为基础对太潘科技

的财务内部控制进行优化方案的设计，确定优化方案的目标如下： 

第一，健全财务内部岗位职责分工，夯实财务内部控制的基础。 

第二，健全应收账款的相关管理制度，完善客户信用评价体系。 

第三，加强业财融合，强化财务对采购流程的监控。 

第四，加强财务信息化建设，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第五，优化监督体系，包括优化预算的编制和执行环节，优化财务风险预警

机制，以及优化内部审计[18]。 

4.1.2 财务内部控制优化的基本原则 

   （1）合法合规性原则 

 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是太潘科技实施财务内部控制措施的前提条件，在 

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采取合理的措施和手段，帮助提高太潘科技的财务内部控制

的管理水平。遵守法律法规是最基本的要求，在设计太潘科技财务内控优化方案

时绝对不能越过法律红线。 

（2）资产安全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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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性原则指在设计财务内控优化方案时要充分考虑到企业投资方、企业员

工以及客户的价值，即企业整体方面的安全性，包括资金和固定资产等方面[19]。

在设计优化方案时，太潘科技的资产安全性需要放在首位。  

（3）效益型原则 

 太潘科技是独立的法人，追求利润是其重要的目标。效益型原则指的是在改

善财务内部控制管理的过程中，通过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执行，降低公司

经营风险，帮助公司提高经济效益。 

（4）责权利相结合原则 

 在设计太潘科技的财务内控优化方案时，在给与相关部门或者责任人一定的

管理权限时，同时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做到权责利结合[20]。如此才能充分调

动各个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帮助企业实现财务内控的目标。 

（5）整体性原则 

 企业财务内部控制涉及到企业日常运营管理的方方面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性工程，因此，在设计优化方案时，要将各种优化措施和手段当作一个整体性的

系统来考虑，不能顾此失彼。 

4.2 财务内部控制优化的基本思路 

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优化的前提是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准绳，根据当

前公司的具体业务流程，充分利用太潘科技的自身优势，结合行业特点，以及

公司当前的人力资源水平，在制定优化方案时要对企业日常运营涉及的资产、

资金以及现金流的控制进行重点考量。首先对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环境进行

改善，为其它财务内控的改善夯实基础；接着对生产运营过程中财务内部控制

活动进行一系列的优化改善，包括完善应收账款管理和存货的管理，加强业财

融合，强化对采购流程的监管；同时完善财务信息化建设，提升太潘科技的信

息化水平；最后通过改善监督体系对财务内部控制活动进行全程监控，并将其

纳入到绩效考核中。通过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努力创造出一个施行财务内部

控制体系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并创建出一支专业高效的财务执行团队，提升

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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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财务内部控制优化的具体内容 

4.3.1 财务内部控制环境的优化 

 （1）优化财务组织架构 

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务必要建立起一套适合每个发展阶段的财务组织架构，

并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进行及时的修正，使之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助

力[21]。 

根据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的原则，太潘科技的出纳岗位不能由应付会计兼任，

当务之急是安排专人负责太潘科技的出纳工作，减少财务工作中出错或者舞弊的

可能性。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的核心内容是内部牵制，要求至少两个人或者两个

部门的人同时处理一项经济业务，使其互相监督，形成制约机制[22]。同时为了后

续改善全面预算管理，应当将预算会计岗位从总账会计岗位中分离出来，单独设

置预算会计人员，保证后续改善预算全面管理的方案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该职位主要负责年度预算以及月度滚动预测报表编制的协调和审核，在跟踪监督

预算和月度滚动预测执行的过程中，如有发现问题，要及时反馈到相关部门并跟

踪后续处理方案。对预算和实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管控，为预算考核提供准确的

财务数据的支撑，监督促进预算目标的完成。调整后的财务部组织架构如图 4-1

所示： 

 

 

 

 

 

 

 

 

 

图 4-1 优化后的财务部组织架构图 

梳理当前各个财务岗位工作量和工作职责，合理分配财务工作，在提供财务

核算功能的基础上，提高财务管理的能力，改善财务部的人才梯队建设，安排当

前的财务人员进行内外部学习交流和培训，尽可能地提升其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2）实行轮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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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务内部实行轮岗制度，每隔半年或者一年对所有的岗位进行调换，采用

个人自荐申请轮换岗位和公司调配的方式进行岗位轮换，打破了各个岗位之间的

隔阂和界限，有利于员工之间进行更协调的团队合作，对员工进行多岗训练，更

容易培养出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员工如果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持续工作的时间

过于长，容易出现麻木僵化的工作现象，缺乏激情和创新。轮岗制度的施行，可

以在让员工在新的岗位上焕发出新的工作热情，有利于带来工作上的创造性，从

而不断改进完善财务管理工作。轮岗也是防止舞弊产生的重要手段，新的到岗者

会自发地对上一个该岗位人员的工作状况进行必要的复核审查，及时发现差错或

者舞弊。轮岗为各个岗位都准备了备用人选，一旦出现紧急的情况，可以有适合

的人马上替换。 

4.3.2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方面的优化 

对当前的所有相关的流程制度类文件进行梳理，分出哪些是可以使用的，哪

些是已经失效的。对于可使用的流程制度类文件作进一步的审核，识别出哪些是

需要修改的条款，召集相关人员进行讨论修改，优化现有的流程制度，定稿后，

向全体员工发布。同时，公司要对流程制度文件的执行效果进行定期的评价，对

于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处理，并对流程做进一步的完善和再造，最

终设计出创新有效的流程制度体系，提高内控工作质量。 

    （1）加强对采购流程的监管 

采购业务是企业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发生频次较高的业务，每一笔采购业务都

关系着现金支出，但是公司的采购流程缺乏财务控制。太潘科技需要设计出一个

由采购部门和财务部门相互配合、形成牵制格局的采购内控流程体系，对采购流

程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精心的设计，对目前的采购流程进行梳理再造，重新评估每

一个风险控制点，减少无效的或者没有意义的控制点，增加新的控制点，提高采

购流程的可操作性以及防范错弊的能力，降低企业的日常运营风险。改进后的流

程体系如下图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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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采购业务内控流程体系 

财务内控要在采购业务最初开展的时候就要及时切入，参与审核采购需求、

筛选供应商、审核供应商资质、审核采购合同等环节。财务部和采购部要树立“大

存货”概念， “大存货”不仅包括公司财务账面上的库存商品，还包括公司已

经付款但是尚未收到货或者尚未入库的商品，以及公司下了采购订单尚未收货或

者入库的商品。采购合同一旦签订，财务部和采购部就要开始关注货物流的相关

信息。采购部和财务部需要对货权进行协同管控，双方共同掌握采购合同的相关

物流信息，对货物的入库、存储和出库进行协同管控。 

   （2）加强对代管存货的监管  

   首先需要将代管存货纳入财务信息系统，对存货实行信息化管理，提高存货

相关数据的准确可靠性，提高代管存货数据的透明度，同时也给数据查询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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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既解放了人力，又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 

    其次，制定代管存货管理办法，留出特定区域存放客户的存货，对客户的存

货进行独立管理，对不同客户的存货分不同区域放置，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对存

货的入库、储存、出库必须要在信息系统及时做好相应的登记，保证信息系统数

据的准确性，实时掌握代管存货的动态。对代管存货进行定期的盘点，将盘点结

果交给相应的客户进行确认。如果有盘亏情况出现，需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

处理。 

（3）完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 

①设立独立的信用管理部门  

太潘科技需要设立一个独立于销售和财务部门之外的信用管理部门，日常工

作职责主要包括设计和实施客户信用管理制度体系，对客户进行信用管理，协调

销售部、财务部以及客户之间的关系。信用管理部门的员工需要具备专业的信用

管理相关的知识和必要技能，同时还应当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②建立客户授信管理制度 

    太潘科技需要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客户授信管理制度，减少在日常交易过程

中的主观的或者非理性的判断，减少逾期账款和坏账的发生率。在制度设计上，

首先要确定授信的对象以及授信的额度，其次，加强对授信管理体系执行的监控，

最后，遵循事前调查、事中审查、事后跟踪的管理流程开展工作，减少公司的信

用风险。在和客户建立合作关系之前，对客户展开资信调查，收集客户资料，建

立完整的数据库，对客户的信用水平进行筛选，优先选择信用良好的客户，淘汰

信用较差的客户。 

    第一，建立完善的客户资料数据库，该数据库信息包括客户营业执照信息，

开户行信息、公司规模大小、行业影响力、主要经营业务内容、服务的区域、 

发展潜力、销售渠道、销售业绩、财务状况、政府网站上公开的企业信息等等。 

    第二，根据对客户的信用调查结果以及和客户往来接触中的表现，对客户进

行信用等级的评定。客户信用分类包括四个等级，如表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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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客户信用等级评定标准 

信用等级                    客户信息          

A级 信誉优等，该等级客户企业规模较大，资金实力较雄厚，给与 2个月的账期 

B级 信誉良好，该等级客户规模中等，资金状况良好，给与 1个月的账期 

C级 信誉一般，该等级客户需要收到款安排发货 

D级 信誉较差，部分预付款之后安排生产，发货前结清尾款 

E级 信誉极差，预付全部货款后安排生产 

第三，评定信用等级的方法和原则 

新增客户的初期信用等级一律为 C级，在合作之后的三个结算周期后，根据

期间的货款回笼状况，对客户的信用进行重新评估。对老客户按照评分标准从该

公司的销售状况、财务状况以及法律纠纷等方面进行审核评分。 

如果客户的信用评分在 90分以上（包含 90分），则信用等级为 A级； 

如果客户的信用评分在 80 到 90 分区间（包含 80 分），则信用等级为 B 级； 

如果客户的信用评分在 70 到 80 分区间（包含 70 分），则信用等级为 C 级； 

如果客户的信用评分在 60 到 70 分区间（包含 60 分），则信用等级为 D 级； 

如果客户的信用评分在 60分以下，则信用等级为 E级。 

  对曾经发生过逾期超过半年的客户，直接按信用等级 E 级进行管理。  

   ③实行应收账款监控制度  

对应收账款实行监控制度，定期地及时地对货款回笼情况进行检查，对回款

状态进行实时监控。货物一旦发出，及时列入应收账款管理，每周更新应收账款

账龄报表并提交至销售部门，以便销售部门及时掌握最新的货款回收状态，督促

销售人员尽快催缴到期货款。对于逾期货款，必要时可采取仲裁、诉讼等措施进

行追讨，以便货款尽快回收。 

对于应收账款的催收政策，如下表 4-2所示： 

 

 

 

 

 

 

 

 



43 

 

表 4-2  应收账款催收政策 

  时间                   具体措施 

到期前 10天 发正式邮件提醒客户付款 

到期前 3天 打电话提醒提醒客户付款 

逾期第 5天 第一次发催款通知函，并给客户打电话了解逾期原因 

逾期 30天 第二次发催款通知函，销售人员上门了解逾期原因 

逾期 60天 第三次发催款通知函，销售人员再次上门要求结清货款 

逾期 90天 终止交易，并要求结清货款 

逾期 180天 对客户提起仲裁或法律诉讼 

 

    ④完善销售激励机制  

对销售人员的绩效考核不仅包括市场开拓和销售额，同时还需要将货款及时

回收，坏账率纳入考核范围。销售人员的薪资结构包括固定工资和销售提成两大

部分，提成的比例和市场开拓、销售额、货款回收和坏账率等指标进行直接挂钩，

激励销售人员多多开拓市场，增加销售额，尽快对货款进行催收，减少坏账损失。

销售人员在提高自己收入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效益。 

4.3.3 财务内部控制信息系统的优化 

一个企业整体信息化建设的层次往往表现在该企业的财务信息化建设水平

上。信息系统让人从重复性的以及手工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多的参与到分析决策

过程，提高财务管理效率。因此太潘科技也应该积极推进全面、高效融合的财务

信息化建设进程。 

 （1）实施财务信息系统的高效融合 

为了使财务信息系统能够更好地为财务内部控制服务，就必须要对现有的财

务信息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实现财务信息系统的高效融合。短期目标是将现有的

正在使用的各个信息平台进行整合对接，打破信息孤岛问题，从而实现各个信息

平台数据的互联共享[23]。同时深入挖掘各个信息系统的各个功能模块的潜能，让

现有的财务信息系统模块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地利用，及时全面地掌握公司的日

常生产经营状况。有效实现公司资金流、信息流以及物流的融合，提高财务内部

控制的管理效益。对 IFS的财务功能模块进行升级，增加自动生成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功能，改善太潘科技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减少手工报表。让财务

人员从繁琐的、没有技术含量的、没有附加值的手工劳动中解脱出来，如此财务

人员才有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到财务管理的工作中来，提升太潘科技的财务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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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管理水平。 

    长期目标是在公司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将现有的多个信息平台融合到主系统

IFS中， 比如取消现有的采购功能系统 PO Online，启用 IFS系统的采购模块，

实现 IFS系统进销存一体化，实现 IFS的 ERP功能，帮助公司的财务信息化管理

水平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建立通畅的财务信息系统，能够帮助太潘科技全面收集

内部各方面的信息，跨部门的信息沟通更加顺畅，能够全面及时地获取各类相关

信息，重要信息能够得到及时的汇报与反馈处理。利用信息平台对所有的数据信

息进行统一归集管理，达到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信息和沟通质量的目

的。            

（2）加强对财务信息系统的管理和维护 

随着信息系统在企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要切实发挥好信息系统的作用，

必须要加强对信息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工作。保证信息系统能够满足既定的要求，

发挥既定的作用。财务信息系统投入运行后，每天都有大量的信息输入到系统，

经过系统的加工处理后，这些信息会被传送到相关部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疏忽，

都有可能造成巨大损失。信息系统的管理和维护是为了使系统能够适应公司环境

和外界因素的变化，当系统出现故障或者局部功能不合理时，能够及时地进行调

整和改善，保证信息系统能够满足各个用户的不同的需求，满足财务内部控制的

不断改善的需求，满足企业不断提升的经营管理的需要[24]。 

为了确保公司财务信息能够真实反映企业的生产运营状况，为公司管理层提

供完整可靠的财务信息。公司需要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财务信息化系统日常

运行的管理和维护，建立健全财务信息系统管理的制度体系，做到日常管理精细

化。太潘科技的财务信息系统用户涉及比较多，包括各层级和各部门人员，为了

便于团队建设的沟通协作，需要允许大家共享一些数据信息。但是为了保证信息

数据的安全性，需要设置相应的权限，对不同岗位的人设置不同的功能访问权限，

不同岗位的人员只能查看自己权限范围内的数据信息，从而减少信息处理风险的

发生。在对信息输入、输出和分析的基础上，公司还要兼顾信息系统的反馈功能，

在关键控制点触发提醒和自动生成相关报告发送到相关用户。比如，在筹建重点

项目时，每投资一笔款，系统自动生成该项目的完工进度，和预算的工期进行比

对，以便管理层及时掌握项目动态，如果出现偏差，可以及时调整。 

 （3）完善财务信息的内部沟通渠道 

鼓励员工针对财务内部控制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可以对某个事项提出建

议，也可以对某项制度提出意见。针对这些意见和建议，公司有则改之，无则加

勉。对员工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分析，评估其可操作性。将员工意见和建议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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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落到实处。将财务信息的内部沟通形式制度化，建立一个有效的工作机制，

内容包括意见评审、意见落地和激励机制等。对员工合理化的建议进行落实推进

操作，能大大提高广大员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培

养员工的责任感，对于财务内部控制的改善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合理化建

议的奖励机制一定要落到实处，这样才能有利于员工沟通渠道的可持续发展，吸

引越来越多基层员工的参与。 

4.3.4 财务内部控制监督体系的优化 

（1）优化财务预算编制和执行标准 

预算管理要以企业发展战略为中心，牢牢与企业发展战略相结合，才能具有

生命力，发挥出应有的作用[25,26]。太潘科技虽然有自己的预算管理流程，但是在

预算的控制执行上还是出现了偏差。 

    ①改进销售预算编制方法 

太潘公司的费用类的预算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集团董事

会和太潘科技经过几轮来回的讨论，最终确定费用类的预算目标。但是销售额预

算的编制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由集团总部直接确定数据，忽视了与太潘科技

的沟通，很容易造成一言堂形式的权威型预算。所以建议在销售额预算上也采用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27]，由太潘科技预估年度销售额，报集团预算

委员会，双方充分讨论沟通后，如果需要修改，则返回修改后再次上报，直到科

技和太潘集团预算委员会达成一致，然后提交集团董事会和股东进行最终的审核

批准。如此才可以避免因为集团单方面信息不对称而造成预算获批后，子公司却

难以执行的问题。只有双方进行充分的沟通，才能制定出一个合理的预算额目标，

帮助太潘苏州公司实现全面预算管理的目标。 

    ②分解落实预算指标  

对预算指标进行详实具体的分解，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太潘科技的某些岗位的

预算指标缺失，预算执行缺乏必要的依据[28]；对预算指标的分解要能够容易匹配

到业绩考核制度中，否则可能会导致员工对参与落实执行预算的意愿和认可度不

高；预算指标的分解要匹配预算执行人的能力水平，否则预算目标将难以达成。

公司对预算指标的分解在详实具体的同时还要具有可操作性，如此才能有助于企

业实现最终的预算目标。企业内部要做到“人人有指标”，努力改变“预算只是

管理层的事情”的现状，充分调动每一位基层员工的积极性。 

    第一，经批准的预算一经下达，太潘科技需要召开员工大会将预算向公司内

所有员工传达，显示预算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预算指标进行详实具体的剖析拆

解，明确任务到各个部门以及具体的责任人。分解落实的预算指标要有利于太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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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整体预算目标的实现，便于公司对员工进行预算考核。还要便于员工执行，

分解的指标应当是在其权责范围内的，通过本人努力能够达成的。各个部门和责

任人讨论确定如何执行，综合考量影响预算执行的关键因素和环节，对识别出的

关键因素和环节加以控制，从而保证预算目标最终得以实现。 

 第二，对预算执行情况加强监控。每个责任人签核属于自己的预算目标责

任书，明确自己的预算责任。预算管理小组要定期按时地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跟

踪监督，及时通报预算执行状况，并给出分析报告，如若发现差异，及时和相关

责任部门或者责任人进行沟通，责令其尽快改善纠正。对于未达标部分，要求相

关责任人要做出相应的解释，并且给出整改方案。除了定期按月对相关预算单位

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控并提供分析报告，还要对某些重要的预算项目进行不定

期的抽查。比如一些大的工程项目，要密切追踪其实施进度，资金使用情况。对

于超出预算外的资金使用，要重点检查是否经过相关专门的审批程序，防止越权

审批和无效审批等行为的产生。 

第三，预算分析总结的过程要科学有效，从而保证分析结果的准确性。预算

管理小组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分析时，除了要收集相关的财务数据信息，还要收

集相关的市场信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等等，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分析

手段，全方位反映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执行情况以及在不久的未来的发展趋势和

发展潜力。 

③科学设计预算考核评价体系。 

公司考核评价体系包括七个部分，评级主体决定评级目标是什么，决定评价

客体是哪些人，评价目标确定之后，引出相匹配的评价方法，确定评价指标，评

价方法和评价指标确认之后，设计相应的评价标准。对评价客体的考核要依据评

价准备，保持客观公正，考核完成后形成评价报告，提交给评价主体审议[29]。评

价要素之间的关系如图 4-3所示： 

 



47 

 

 

图 4-3  评价要素关系图 

资料来源： 李秉承.集团公司财务控制[M].大连出版社.2011(172-177). 

太潘科技需要在评价客体、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上做出相应的改进，具体改

善措施如下： 

    首先，公司的评价客体从管理层扩大到基层员工。调动广大基层员工的主观

能动性，积极参与到公司的财务预算管理工作中，帮助公司达成全面的预算管理

目标。当只有管理层对预算负责时，是管理层推动公司在往前发展，稍有懈怠就

有可能倒退。而当广大的基层员工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预算管理工作中，能够

享受完成经营目标而带来的奖励时，那就是所有员工目标一致地在拉着公司往前

发展，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目标相对就会更容易实现。 

    其次，太潘科技在设计考核评价体系时要考虑其可操作性、可控性、公平性、

可使用性等条件。设计的评价指标要能够容易让被考核者理解，并且相关数据容

易取得。奖惩措施要和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的工作岗位和薪酬相关联。 

    最后，避免采用单一的考核评价方法，比如只通过利润率、毛利率或者利润

增长率等财务指标来对员工进行考核。建议采用综合业绩评价方法：平衡计分卡，

对员工进行全方位的立体考核。平衡计分卡包含两个方面：财务指标以及非财务

指标。反映企业过去的财务成效的是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则反映出形成当前财

务状况的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非财务指标还反映了企业的学习能力和自身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对员工进行综合分析时，与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相结合，进行全

方位 360度的立体考核，反映员工的整体绩效完成情况。 

    （2）优化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企业财务危机的形成并非朝夕之间，都存在着一个潜伏期。如果能在危机萌

芽时，企业能够得到预警，从而及时采取措施，扭转颓势，这就需要建立财务预

警系统，同时，定期总结风险预警机制的有效性，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不断的改进

评价目标 评价方法

评价标准 评价报告

评价主体 评价指标

评价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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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修订，最终，企业可以通过风险预警的实施结果，制定出合理有效的定性和定

量标准。财务风险是导致公司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所以需要对导致财务风险的

各种因素和可能性进行监测和预防，将风险扼杀在摇篮中[30]，做到对财务风险的

及时防范，避免财务危机的发生。 

    ①财务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企业日常运营中影响财务风险的因素多种多样且错综复杂，如果只根据单一

的手段来判断财务风险并不可取，所以本论文采取的是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

分析方法。通过对企业财务风险的构成因素、发展状况以及结构等方面采用定性

分析法来进行剖析判断，而定量分析指的是对企业财务数据通过数学或者计算机

技术等方法来进行综合性地分析，从而向管理层剖析企业即将要面临或者已经面

临的各种风险[31]。通过分析财务风险的发生概率，以及对企业日常运营管理的影

响程度来判断该风险的结构性质，将财务风险分为四个等级：高、显著、中等、

低。根据这四个等级标准，将企业的财务风险归纳成如表 4-3所示： 

表 4-3  财务风险结构矩阵 

风险发生概率 轻微 较小 中等 较大 危机性 

基本肯定 高 高 高 高 高 

很有可能 中等 显著 显著 高 高 

中等概率 低 中等 显著 高 高 

可能性较小 低 低 中等 显著 高 

小概率 低 低 中等 显著 显著 

 

对企业日常运营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财务风险的识别和评估，应当是一个动

态的和连续的过程。日常管理中财务风险的评估结果以及财务风险管理的重点必

须进行定期地、科学地调整。企业日常运营中的各类财务风险可以通过一个二维

坐标平面图表示，如图 4-4所示，横轴为财务风险发生的概率，纵轴为财务风险

对日常生产运营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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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企业财务风险发生概率和影响程度的二维平面图 

图中位于左上角的风险 1和风险 2虽然发生的概率可能性不大，但是一旦发

生此类风险，后果难以预料，所以必须对此类风险进行重点关注，采取合理高效

的风险控制管理措施，避免此类风险的发生。图中位于右下角的风险 8发生的可

能性比较肯定，但是影响程度比较轻微，所以并不是企业当前财务风险管理工作

的重点项目，但是仍然需要对此类风险进行持续的监控并进行有效地管理，防止

其进一步恶化[32]。图中位于右上角的风险 9发生的可能性基本肯定，并且影响程

度较大，企业必须对此类风险进行重点管控，采取应急预案，在风险来临时采取

合理的措施最小化风险对企业的影响程度。 

     ②确定财务风险预警指标 

   财务风险预警也称财务危机预警，通过对企业的财务活动进行全流程跟踪

监控，发现问题，及时预警，避免财务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保护企业利益相关方

的权益。财务风险预警系统的灵敏度和发现风险问题的及时性呈现正相关关系，

财务风险预警系统的灵敏程度越高，风险问题就越能被及时发现，也就越能及时

解决风险问题，从而避免财务危机的发生。高效的财务风险预警机制是公司降低

财务风险的关键，公司要想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注重企业

长远利益的发展。对公司当前所面对的机会以及风险，要时刻保持警觉，考虑公

司未来的发展。公司财务数据状况的恶化是财务风险的具体表现，将会直接导致

公司四个经营能力方面绩效的下滑，即公司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和

成长能力四个方面。因此可以用这四个财务经营绩效的相关指标作为财务预警风

危机性 

 

 

较大 

 

 

中等 

 

 

较小 

 

 

轻微 

 

 

 

 

小概率           可能性较小           中等概率             很有可能            基本上肯定 

 

风险 1 

风险 3 

风险 2 

 

风险 4 

风险 6 

风险 5 

风险 7 

风险 8 

风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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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评估指标，如表 4-4 所示： 

表 4-4  财务预警风险指标 

 

     

 

 

 

 

 

 

 

 

  

 

 

 

 

 

 

 

 

 

 

 

 

 

     

 

 

 

 

通过对太潘科技近三年来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根据表 4-4 的计算公式，可

以得出如下结果，如表 4-5 所示： 

指标意义

1、流动比率
反映了对于每元流动负债，有多少流动资产为其“抵押”，同时体
现了流动负债的清偿能力与流动资产的变现流动能力。
公式：平均流动资产/平均流动负债

2、资产负债率
资产负债率越小，表明企业偿债能力越强，如果该指标过小也表示
对财务杠杆的利用不足。
公式：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3、应收账款周转率
反应企业应收账款变现速度的快慢及管理效率的高低，数值越高表
明企业回收货款的速度越快，其管理应收款项的能力比较强，坏账
率低，资金运转较灵活。
公式：主营业务收入净额/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4、总资产周转率
衡量企业资产投资规模与销售水平之间的配比情况的指标。周转越
快，反应企业销售能力越强，资产投资的效益越好。
公式：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5、销售净利率
该指标反映每元销售收入带来的净利润是多少，表示销售收入的收
益水平。该指标越高，说明企业的获利能力越强。
公式：净利润/销售收入

6、销售毛利率
该指标表示每元销售收入扣除销售成本后，有多少钱可以用于各项
期间费用和形成盈利。销售毛利率是公司销售净利率的基础，没有
足够大的毛利率便不能盈利。
公式：（销售收入-销售成本）/销售收入

7、资产报酬率
资产报酬率越高，表明资产利用效率越高，说明企业在增加收入、
节约资金使用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指标越低，说明企业资
产利用效率低。
公式：（净利润+利息费用+所得税）/平均资产总额

8、总资产增长率
反映企业本期资产规模的增长情况。此数值越高，表明企业一定时
期内资产经营规模扩张的速度越快。
公式：（本期资产总额-上期资产总额）/上期资产总额

9、主营业务增长率

衡量公司的产品生命周期，判断公司发展所处的阶段。如果主营业
务收入增长率超过10%，说明公司产品处于成长期。如果增长率在5
%～10%之间，说明公司产品已进入稳定期，如果该比率低于5%，说
明公司产品已进入衰退期。
公式：（本期主营业务收入-
上期主营业务收入）/上期主营业务收入

10、净利润增长率
净利润是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结果，净利润的增长是公司成长性的
基本特征，净利润增幅较大，表明公司经营业绩突出，市场竞争能
力强。反之净利润增幅小甚至出现负增长也就谈不上具有成长性。
公式：（本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上期净利润

成长能力
指标

财务风险指标

偿债能力
指标

营运能力
指标

盈利能力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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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财务比率分析模型结果 

项目 2017 2018 2019 

流动比率 2.12 1.94 2.32 

应收账款周转率 5.54 4.61 3.89 

总资产周转率 0.40 0.51 0.53 

资产负债率 0.27 0.28 0.25 

销售净利率 0.23 0.14 0.09 

销售毛利率 0.69 0.63 0.59 

资产报酬率 0.28 0.26 0.22 

总资产增长率 0.18 0.13 0.16 

主营业务增长率 -0.11 -0.15 -0.05 

净利润增长率 -0.41 -0.58 -0.11 

    根据表 4-5 的分析结果表明，太潘科技的偿债能力较强，且比较稳定，资产

负债率低，负债结构良好，资产管理比较良好，这也得益于太潘科技的轻资产运

营管理。但是在盈利方面，销售净利率、毛利率和资产报酬率在持续下降，原因

是销售收入降低，但是各项费用却在持续上涨。由此直接带来了公司成长能力的

欠缺，表现在收入和利润增长率都呈现负数状态。通过对以上各类指标数据信息

进行处理、分析及反馈，对关键性指标设定预警范围，及时掌握太潘科技公司在

日常运营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妥善处理，避免财务危机的发生。根据太

潘科技对以上十个财务比率的近三年的统计结果，确定出每一项指标在下一个执

行年度的目标值，并制定四级预警机制，每个月由财务部出具财务风险预警指标

分析报告，对上月的财务预警数据进行分析总结，对达到预警范围的指标进行重

点关注处理。根据表 4-5 的分析结果，公司下一年度的预警指标如表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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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财务风险预警指标 

项目 目标值 提醒 蓝色预警 橙色预警 红色预警 

流动比率 2.20 1.98≤ I < 2.19 1.76≤ I < 1.98 1.10≤ I < 1.76 I< 1.10 

应收账款周转率 4.70 4.00≤ I < 4.70 3.50≤ I < 4.00 3.00≤ I < 3.50 I< 3.00 

总资产周转率 0.30 0.27≤ I < 0.29 0.24≤ I < 0.27 0.15≤ I < 0.24 I< 0.15 

资产负债率 0.28 0.29≤ I < 0.30 0.30≤ I < 0.32 0.32≤ I < 0.35 I> 0.35 

销售净利率 0.26 0.23≤ I < 0.25 0.21≤ I < 0.23 0.13≤ I < 0.20 I< 0.13 

销售毛利率 0.65 0.59≤ I < 0.64 0.50≤ I < 0.59 0.40≤ I < 0.50 I< 0.50 

资产报酬率 0.24 0.22≤ I < 0.23 0.19≤ I < 0.22 0.12≤ I < 0.19 I< 0.12 

总资产增长率 0.02 0.0≤ I < 0.01 -0.01≤ I < 0.0 -0.02≤ I < -0.01 I< -0.02 

主营业务增长率 0.01 -0.01≤ I < 0.0 -0.02≤ I < -0.01 -0.03≤ I < -0.02 I< -0.03 

净利润增长率 0 -0.01≤ I < 0.0 -0.02≤ I < -0.01 -0.03≤ I < -0.02 I< -0.03 

 

    对于各类预警类型的相关处理措施如下，如表 4-7 所示： 

表 4-7  预警处理办法 

预警类型 处理措施 

提醒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提醒 

蓝色预警 

下达蓝色预警书面通知，要求相关责任人在一周之内向太潘科技总经理提交

分析报告，并给出改善方案；如果蓝色预警连续发生两次，则升级为橙色预

警。 

橙色预警 

下达橙色预警书面通知，要求相关责任人在一周之内同时向集团总部管理层

和太潘科技总经理提交分析报告，并给出改善方案。 

如果橙色预警连续发生两次，则升级为红色预警。 

红色预警 
下达红色预警书面通知，要求相关责任人在一周之内同时向集团总部管理层

和太潘科技总经理提交分析报告，并给出改善方案，同时进行问责处理。 

 

 ③建立财务危机管理应急预案 

建立财务危机管理应急预案，是指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财务风险提前做好应对

方案，在危机真的来临时可以从容应对，妥善处理。有效的财务风险管控体系能

够及时预测到财务危机的征兆，预防财务危机的发生或者能够控制其进一步扩大，

并且能够避免类似财务危机再度出现。太潘科技在建立了财务风险预警体系后，

还需要建立相应的财务危机应急预案，及时有效地应对意外爆发的财务危机，确

保公司在第一时间迅速做出反应，对当前财务危机的性质和影响程度进行准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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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地判断，快速启动应急预案，最小化财务危机的影响和损失。事后及时总结经

验教训，避免类似危机再次出现。 

财务危机类型虽然不同，但是都可以从可能发生危机的事项着手分析制定出

相应的战略战术和处理流程等，并且以书面形式落实下来，作为各部门的行动指

南。对不同危机情况采用不同的应急预案和备选方案，还需要进行论证和测试，

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财务危机应急预案的模拟演练，确保应急预案的严谨可

靠。 

    （3）优化内部审计 

    ①建设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 

上世纪 30 年代发生了华尔街金融危机，自此引发了内部审计的诞生。而后

安然事件、世通事件等财务丑闻的发生，加速了内部审计的发展。揭开内部审计

崭新序幕的是 2002 年萨班斯法案的颁布。内部审计是保证企业各部门日常工作

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内部审计是存在于公司内部，服务于管理部门

的一种监督活动，对各类业务和相关控制活动进行独立的评价，判断是否符合既

定的程序，对公司的资源是否进行了经济有效地利用。内部审计要遵循基本的审

计思想：审计监督只是一种手段，服务企业实现经营战略目标才是目的。 

    第一，保持独立权威。太潘科技要改善财务内部控制体系，需要设置独立的

内部审计部门，内审部门不能隶属于财务部或者其他部门，应直接隶属于太潘科

技总经理管理，向总经理直接汇报内审的相关工作。内部审计必须要保持其独立

性、权威性[33]，这是其监督评价职能得到充分发挥的前提条件。 

第二，人员配备。决定内部审计工作是否能有效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因素是

内审人员的基本素质。根据太潘苏州现有的企业规模和从成本角度考虑，建议配

备 2名内审人员。内审人员的日常工作需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这就要求内

审人员不仅要具备专业的业务能力、对各种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还要具备很好

的沟通协调能力以及优良的个人职业道德品质，拥有相关的工作经验，能够以公

正客观的工作态度来进行日常审计业务[34]。坚持审计的原则，维护公司利益。此

外，内审人员还需要具备对新事物新观念的接受能力，可以从容应对审计工作中

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努力打造出一支专业性高、执行力强的审计队伍。 

第三，纳入绩效考核。为了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有效性，太潘科技应当将财

务内控工作纳入到各个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中。考核内容包括对财务内控目标的

完成情况，以及对财务内控制度体系的执行情况。考核过程中，做到赏罚分明。

如此一方面可以提高员工对内审工作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员工在内部

控制工作方面的积极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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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完善内部审计管理制度体系 

内部审计是对企业的日常运营管理活动、流程制度体系和规章制度等的有效

性、合规性、合法性等进行监督评价，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其它控制的再控制。

如果说内部审计是公司的“免疫系统”，那么健全的审计管理制度体系则是夯实

“免疫系统”的基石。如果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的宏观指导，内审工作

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审计工作的过程中难免就会出现审计不规范，

个人主观随意性大，奖惩不分明，后续改善无法落实等等的问题。建立完善的审

计管理制度体系是审计管理工作的关键一环，对提高内审部门的监督管理水平至

关重要。 

    第一，完善内审制度。 

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内部审计管理制度体系建立的前提条件，《中国内部

审计准则》给企业建立相关的内部审计制度体系提供了准则上的依据，太潘公司

再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合理、合法、有效的企业内部审计管理制度，便于

日常内部审计工作的展开。具体的制度体系内容应当包括内部审计的对象和依据、

内部审计的范围和内容、内部审计的职责和权限、内部审计的工作程序、建立反

馈机制、奖惩规定等等。此外，还需要制定相关细则文件，比如针对采购环节制

定采购业务控制评价体系，识别出采购流程中的关键点进行管控；针对销售环节

制定销售业务控制评价体系，识别出销售业务的关键点进行管控等等。定期对财

务内部控制活动进行评价，及时发现财务内控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提示风险等级，

和相关部门协调配合，提出合理的整改建议，并跟踪监督整改方案的执行情况，

直到问题彻底解决。保障内部审计工作对财务内控体系的监督评价是合理有效的。 

第二，完善内审工作程序。 

首先，制定工作计划。根据集团审计的工作部署，结合太潘苏州的实际情况，

在内审制度的引领下，制定年度审计工作计划。在制定计划时需要综合考量审计

活动是否符合公司的战略目标，是否囊括了财务内控的相关风险问题，是否属于

管理层重点关注的问题等等。同时结合目前的审计资源和审计事项的优先级顺序，

来选题立项，合理安排内审工作计划。针对内部控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制定专

项审计计划。 

接着，实施审计计划。根据审计流程设计合理的审计方案，确定审计对象、

审计时间、审计范围等等。审计方案和审计通知书需要正式送达被审计部门，使

被审计部门了解本次审计的意义和内容，提供必要的准备资料。在现场审计时，

如果发现问题，需要和对方进行充分的沟通，了解问题产生的根源，才能给出合

理的解决意见和建议，并出具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的内容包括被审计对象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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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执行情况，产生的效果如何，是否存在问题和缺陷。如果存

在缺陷，属于高中低哪个级别，对于缺陷属于高级别的要重点关注。然后,跟踪

改善措施。审计部门要持续跟踪被审计对象的改善措施的执行情况，确定改善举

措的时间结点，敦促被审计部门尽快完成改进措施，防止老问题一再出现。真正

做到“一审，二帮，三促进”的宗旨，帮助被审计对象持续不断地提高内控效果。 

最后,加强对重点项目的审计。把企业的重大经营项目列为审计重点，对于

企业的各项规章管理制度，不仅要审查制度的执行情况，也要审查制度本身的内

容是否合理。善于发现问题，也要善于解决问题，保证发现的问题都能够被完全

解决，从而使企业的相关制度流程体系得到不断的改进和完善，提高整体管理水

平。针对日常经营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开展专项审计，及时将审计结果提供给管理

层，督促其尽快改善，也为企业未来的经营决策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 

第三，深化财务的监督职能。 

将财务监督和内审监督进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最大限度地发挥财务内部

控制的效力。平时对财务流程进行严格的把关管控，定期对财务人员进行培训，

提升其专业技能和执业水平。定期开展自查自纠活动，及时发现不足之处，并尽

快改正。财务部门应该积极配合内审部门的工作，从而使财务内部控制活动得以

不断的改善和提升，提升财务监督活动的效果。 

    ③审计职能转型升级到价值创造 

目前太潘集团安排的年度审计还停留在财务审计阶段，通过事后监督审查，

发现错漏和舞弊行为，减少财务风险，实施多年后，发现对提高企业整体的经营

管理水平并无有效的促进改善作用。 

太潘科技成立了自己独立的审计部门后，要充分发挥审计部门的效用，将审

计范围扩大到企业日常运营的各个方面，不再单纯地只着眼于财务部，也不再只

着眼于事后审计，更要关注事前审计和事中控制。贯彻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

后考核的一整套全过程的审计职能。对于公司的重大项目，审计部门要在事前做

出评估，项目实施过程中进行有效的监控，项目完成后进行公开考核。 

审计部门要创造价值就需要不断提高审计水平，充分了解本行业相关的政策、

法律法规，关注宏观环境的变化，关注市场行情变化，为企业做决策时提供有效

的意见和建议，防止管理层做出违背相关法律法规，违背市场趋势的决策。审计

部门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采用先进的审计方法，提高工作效率，降

低审计的时间和人力成本，为企业创造价值。审计部门通过对企业各项管理体系

实施的监督和评价，找出问题和缺陷，提出合理的改革意见，完善企业内部管理

体系，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审计部门通过对现有项目的盈利情况、发展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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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进行考核，对现有资源的配置合理性进行审查等等，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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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优化方案实施的保障措施 

    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的优化方案要想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还需要推行一

系列的保障措施来保驾护航。本章将从四个方面来进行保障措施的施行，包括加

强企业文化建设、加强财务人员队伍建设、推动管理层对优化方案的实施、以及

健全考核机制 

5.1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成长的灵魂力量是企业文化，也被称为“灵魂立法”。合适的企业文化

能够持续提升企业的凝聚力、竞争力、创造力等等，是一种激励、规范和引导员

工为了实现公司整体目标而努力的精神力量。先进的、积极向上的优秀企业文化

能够对各个层级的员工形成引导作用，引导其自觉遵守并执行公司的各项规章制

度。所以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为财务内控体系的贯彻执行打牢了地基。企业文化

毋庸置疑地成为企业软实力的重要部分。 

财务内部控制体系体现到公司各个部门的形式主要是各项相关规章制度的

制定和执行，如果公司紧紧依靠绩效考核的奖惩制度来对员工的行为进行约束，

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员工参与内控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但是并不能让员工从

内心深处认同这种制度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个时候就需要积极的有效

的健康的企业文化来对员工的行为进行充分的引导，从而促使员工从内心产生对

财务内控体系建设的认同感，自觉自发地遵守并执行财务内控规章制度的相关政

策，并能够主动提出改善意见和建议，打通企业财务内控体系贯彻过程中的员工

的心里障碍[35]。一个健康的企业文化能够让太潘科技的全体员工拧成一股绳，在

思想上达到高度的和统一和谐，激发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出对太

潘科技的高度归属感。企业内部控制体系贯彻执行到位，能够帮助企业形成健康

的企业文化，而健康的企业文化又能够积极引导员工高效实施财务内控体系建设。

一个具有企业独特性，能够充分代表太潘科技形象的企业文化可以帮助企业和全

体员工共同成长，为企业财务内部控制体系的改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有效保障

了财务内控体系的贯彻落实。 

太潘科技的企业文化建设要坚持创新，打造出具有行业特点以及自身品牌形

象的企业文化。对员工充分尊重、理解并且足够的信任，充分确立员工在企业的

主体地位，以人为本，充分调动出每一位员工的才能，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符合

太潘科技特色的共同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奋斗目标，大家劲往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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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太潘科技成为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整体。 

建议公司制作企业文化手册，对公司的内控文化进行宣导，增强员工对内控

文化的认同感，逐步养成在工作中自我约束的习惯，从而形成一个倡导和践行财

务内部控制观念的文化氛围。其次是推进内部控制文化建设的制度化，将公司倡

导的内控文化价值观转化成为具体的管理制度，成为员工日常的工作行为准则，

变成员工的工作习惯，使内控文化建设内化于心、外置于行。 

5.2 加强财务人员队伍的建设 

财务人员是推行财务内部控制体系的核心力量，财务人员的专业能力水平直

接影响着内控措施贯彻执行的效果[36]。所以为了保证财务内部控制方案的推行质

量，必须不断提升财务人员的职业素养水平。 

    （1）提高财务人员的风险意识 

公司的财务风险涉及到方方面面，任何一个财务环节的出错都可能带来财务

风险，给公司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必须要求财务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的财务

风险意识。而财务风险意识的提高首先要从财务管理层发起，当财务管理层提高

了风险意识后，他们就会主动约束限制基层员工的不合规行为，鼓励其执行公司

的财务内部控制相关政策，提高整个内控执行的效果，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司的财

务风险。太潘科技可以通过聘请风险管理方面的专家对公司内的财务管理层进行

相关风险管理的培训，并和同行交流学习经验。培养高层财务人员能够及时识别

风险、评估风险、抵御风险和解决风险的能力，从而保证高层财务人员在日常的

风险事务处理过程中的决策更加科学合理。 

管理层在接受相关培训后，针对太潘科技的具体情况对基层财务人员进行培

训，对太潘公司的风险进行分析，预测，让基层财务人员意识到到风险的存在，

提高基层财务人员对风险的敏感性。通过内部培训，财务管理层的内控管理水平

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同时也增强了基层人员对财务风险管理工作的认同感。在对

基层人员进行培训的同时，要对基层人员明确相关工作职责，将其纳入绩效考核，

做到奖惩分明，从而提高基层人员对于风险管理工作的意愿和积极性。 

    （2）提高财务人员的能力素养 

通过持续的内外部学习和培训，不断梳理更新太潘科技财务人员关于财务内

控的知识体系，提高了财务人员的工作技能和专业素养，适应公司不断发展的内

控管理工作的需要。内部财务人员之间定期举行学习交流会，分享各自近阶段学

习到的新知识；安排外部培训，通过外部的专家老师帮助财务人员累积经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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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走弯路的机会；定期参加同行之间的讲座论坛，了解和学习其他同行公司的先

进的财务内部控制管理经验[37]。公司应当鼓励财务人员进行学历和技能的再认证，

对主动提高学历教育和技能认证的，给予奖励。同时公司应当提高招聘门槛，对

新引进的财务人员设置学历和技能等高标准的要求，从学历和经历上寻找技术型、

创新型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加入到企业中来[38]。 

财务人员不仅要提升自己的知识体系，还要适时关注财税政策变化，帮助企

业及时根据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在保证企业合规性的前提下，进行创新管理，不

断提升财务内部控制的管理水平。 

5.3 推动管理层对方案的实施 

财务内部控制体系方案的执行要事前、事中、事后一起抓，太潘科技的管理

层应当制定财务内控执行计划表，将财务内控目标分为不同的阶段，分阶段制定

执行方案，分发到各个部门。各个部们再根据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按照公司给出

的相应的目标制定匹配本部门情况的，具有可行性的具体的工作任务和相应的完

成时间表。由于企业是不断发展的，企业在方案执行过程中，也应当适时地随之

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保证财务内控改进方案是与时俱进的，符合公司发展目标

的[39]。太潘管理层制定的财务内部控制方案在正式颁布前要先进行模拟测试，经

过多次的模拟演练测试，对方案进行讨论和修订，最终形成一套完善的方案进行

颁布执行。首次颁布的规章制度规定三到六个月的试运行阶段，对试运行期间发

生的问题及时反馈处理，讨论优化方案，形成定稿，最终颁布正式版本的执行方

案。 

太潘科技发布正式财务内部控制方案后，管理层通过内部会议向全体员工进

行宣导，表明坚决落实执行的决心，同时对制度流程体系进行讲解和梳理，为员

工的执行工作提供必要的指导，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方案执行观念。同时太潘管

理层要定期举办互评活动加大对财务内控方案的宣传力度，通过对财务内控方案

执行情况进行互评活动，增加员工之间的沟通，互相学习和监督，消除工作中的

分歧，不断改善自身对方案的执行质量，进一步深化员工对财务内控体系的理解

和认同，便于后续工作的进一步展开。管理层也要定期举办正式会议了解方案落

实情况，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处理意见，鼓励员工提出意见和建议，提高员工

对财务内部控制方案的执行力和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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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健全考核机制 

建立健全有利于发挥员工创造性和积极性的考核机制，处理好人员的问题，

是企业在面临各种挑战中赢得胜利的关键，这已经成为了众多企业的共识。太潘

科技需要制定出一整套科学的、可行的考核机制，考核机制涉及到公司的各个部

门，精确到各个岗位。考核指标的设计方式避免单一化，要将定性和定量方式相

结合，考核机制的落实要有具体的量化指标，从而保证考核的客观性、公正性。 

对不同的部门制定不同的目标，分配不同的权限，制定不同的操作流程，设

定不同的考核指标，以此来进行奖惩安排，实现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和相互

制约，实现约束和激励的有机统一。 

公司在制定出整体的绩效考核指标后，将指标分解到各个部门，再由各个部

门根据本部门不同岗位的特点制定考核指标。各个部门签订相应的考核责任书。

内部监督部门对考核指标执行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和审查。太潘科技对公司的考核

分月度、季度和年度进行。在考核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异常情况，及时和相关部门

或者相关人员进行沟通协调，分析原因并给出解决方案，同时责令相关责任人及

时进行整改。太潘科技还可以建立考核指标预警系统，当各部门在执行财务内控

体系的过程中出现异常时，及时预警提醒相关部门，适时进行调整或者整改。 

太潘科技需要建立配套的科学高效的激励机制，做到奖惩分明并且客观公正，

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员工参与财务内控工作的热情。激励机制要明确规定

对达到绩效指标的员工给与奖励，对超额完成绩效指标的员工，按照超额完成比

例给与相对应的奖励，对提出合理化意见和建议的员工给与相应的奖励；同时对

于考核指标未达成的员工，通报批评并要求其限期整改[40]。在有效的激励机制下，

太潘公司员工上下一心，财务内控改进的目标也会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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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不足 

6.1 结论 

企业要想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取得一席之地，必须要要加强财务内

部控制工作。本论文以太潘科技财务内部控制优化研究为主题，通过调查问卷法、

文献研究法、以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太潘科技的财务内部控制的管

理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梳理了财务内部控制和内部控制的相关理论知识，搜

集并整理了相关的文献资料。接着将财务内部控制的理论结合到太潘科技实际的

财务内控现状和面临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

得出太潘科技的财务内部控制存在如下几个问题：财务内部控制环境不完善，财

务内部控制流程不健全，财务信息化系统功能不足，内部监督不深入。在此基础

上，结合财务内部控制和内部控制的相关理论，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切实可行的

优化方案，对太潘科技的财务内控工作进行改革，侧重在优化财务内部控制环境，

改善财务内部控制的流程制度体系，加强财务信息化系统建设，完善财务监督机

制。为了优化方案能够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给出了相关保障措施：加强企业文

化建设，加强对财务人员队伍的建设，推动管理层对方案的落实执行，健全考核

制度。以期减少公司的财务风险，帮助企业健康可持续地发展，也希望对其它类

似的企业提供一些借鉴作用。 

6.2 不足 

本文以太潘科技为研究对象，对太潘科技当前的财务内部控制现状进行了细

致的剖析，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方案，也许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因为个人的工

作经历和学术知识水平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的问题分析和改善方案也

许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在此恳请各位专家老师提出宝贵意见，本人将会在

此份改善方案的基础上，结合老师的建议，做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希望能够给

太潘科技的财务内部控制改进工作尽一份力量，同时也希望能够给其它有意愿在

财务内控方面做改善的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财务内部控制对企业来讲，一方

面理论性较强，另一方面财务内部控制也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企业贯彻执

行了有效的财务内部控制政策后，提升财务管理水平的同时，也能促进企业的健

康可持续地发展。但是财务内部控制的工作涉及的内容比较广阔，这就要求企业

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根据内外部的变化，对财务内部控制体系进行持续的调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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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确保财务内部控制体系能够适应企业经营发展不断变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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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员工对财务内控认知的调查问卷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 

    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填写此份关于员工对财务内部控制认知的调查问卷，

本问卷采用匿名形式填写，请您根据实际感受和看法进行作答。再次感谢您的参

与，祝您工作顺利。 

   您在公司的身份： 

   A. 管理层             B. 基层员工 

   您属于哪个部门： 

   A.生产部       B.物流部     C.采购部   D.人事部    E.财务部 

1.您对财务内部控制的了解情况： 

A.  很熟悉        B. 比较熟悉    C.一般了解         D.不了解 

2.您对财务内部控制的了解渠道： 

A.  财政部文件    B.网站   C.公司培训     D.其它  ____________ 

3.财务内部控制对企业的重要程度： 

A.  很重要     B. 比较重要   C.一般重要      D.不重要 

4.负责财务内部控制的职能部门应当是： 

A.  总经理        B.财务部      C.内部审计部门       D.不清楚  

5.以下哪些是公司财务内部控制的活动（可多选）： 

A.  资金活动   B. 采购业务         C.资产管理       D.财务报告 

6.如何评价公司的财务内部控制体系： 

A.  体系健全  B. 体系不健全  C.有基本的成文制度体系  D.没有 

基本的成文制度体系 

7.您觉得公司目前的财务内控体系能够满足管理需求吗？ 

A.  能     B. 一般     C.不能        D.不清楚 

8.根据您的了解，管理层执行财务内部控制的积极性如何： 

A.很积极   B.一般积极   C.不太积极   D.很不积极 

9.根据您的了解，基层员工执行财务内部控制的积极性如何： 

A.很积极   B.一般积极   C.不太积极   D.很不积极 

10.您认为目前公司的财务内部控制体系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您在执行财务内部控制体系时有哪些困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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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您对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财务内控体系有哪些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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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客户信用评级基本情况表 

  

财务主管

主营

兼营

按所有制

按组织形式

设立日期 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国籍

客户类别
□国有 □集体 □民营 □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其他:

□有限责任 □国有独资 股份有限□上市□未上市□合伙 □其他:

注册资本

客户名称 法定地址

贷款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经营范围

实收资本

关联企业

主要股东 控股比例 主要股东 控股比例

固定资产原值

企业财务报表类型 □审计过              □末审计

客
户
基
本
财
务
数
据

2019年 2018年

资产总额

无形和递延资产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净值

在建工程

应收账款净值

存货

货币资金

应收票据

长期货款

短期贷款

客户信用评级基本情况表

国籍

保证余额

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

贴现余额

承兑余额

中期贷款

客
户
银
行
信
用
状
况

履约状况 备注

实际信用余额

长期投资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017年

负债总额

2019年 2018年

流动负债

应付账款

其他应付款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7年

上年底总额 上月总额 其他应付款

财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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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客户信用等级评定表 

 

经营活动
现金净流量

3
X=经审计的上年度现金流理表中经营
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净额

≥(全部短期借款+1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得3分;
≥(合作银行短期借款+1年内到期的合作银行长期借款)得
2分;≥0得1分；<0得0分；
无现金流量表或未审计的企业得0分；

速动比率(%） 2
X=[ (流动资产-存货)/
流动负债×100%

[91.18，+∞）为2分；
[75，91.18）为1.5分；
[60，75）为1分；
[50，60）为0.5分；
（0，50）为0分；
{备注行业标准值为91.18}

流动比率（%） 5
X=（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100%

[117.8，+∞) 为5分;
[113, 117.8)为4分;
[109，113)为3分;
[105，109）为2分；
[100, 105)为1分；
(0, 10)为0分;
 {备注行业标准值为117.8}

资产负债率（%） 10
X=（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100%

(0，52.54]为10分；（52.54，54]为2分；（54，56]为8
分；（56，58]为7分；（58，60]为6分；（60，62]为5
分；（62，65]为4分；（65，68]为3分；（68，71]为2
分；（71，75]为1分；[75，100]为0分{备注：行业标准
值为52.54}

四、偿债能力 20

有形长期资产
（单位：万元）

6 X=固定资产净值+在建工程+长期投资

生产企业： ≥3000得4分；≥2000得3分；
          ≥1000得2分；  ≥500得1分；     
          <500得0分；     

流通企业：   ≥1000得4分；   ≥700得3分；      
            ≥500得2分；   ≥300得1分；  
            <300得0分；    

实有净资产
（单位：万元）

8
X=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待处理资产
损失

生产企业： ≥2000得8分；≥1000得4分；
           ≥800得3分； ≥500得2分；       
           ≥200得1分； <200得0分；     
                   流通企业： ≥800得8分；≥400得4分；
          ≥300得3分；≥200得2分；      
          ≥100得1分；<100得0分；   

三、经济实力 14

中间业务
合作情况

5

代发工资（含银行卡发售）、代理财
产保险、保险箱服务、代理职工人身
险、外汇业务等（提供保险单据等相
关证明）

有两项以上（含）中间业务的得5分；
有一项中间业务的得3分；
没有的不得分；
（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明进行打分）

开户情况 5
企业在银行开户情况
（提供开户证明）

已开立基本账户的得5分；
已开立一般账户的得2分；

二、与银行业务
   合作情况

10

合规 3 合规经营情况
证照齐全且年审得2分；
证照不全或为未年审的不得分；

能力 3 经营管理能力 管理规范，经营稳健，思路清晰2分；一般1分；差0分

经历 3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管理者从事本
行业经营年限

≥3年得2分；≥2年得1分；<2年得0分；

品质 3
企业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者遵纪守
法、诚实守信情况以及其关联人守信
情况

好：2分；一般1分；差0分；

对企业的法人代表（包括其配偶）及企业关联方有不良贷
款的一概得0分（根据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夫妻双方、股东
、关联企业征信查询打分）

一、定性分析 12

评级企业名称：

项目
权重
分值

内容及计算公式 分数段及取值 得分 扣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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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客户信用等级评定续表 

  

8

评级时间：                                             

公司业务部意见：

公司信用管理部意见：

公司总经理意见：

审核小组意见:根据评级得分结果，该企业在我公司信用等级初评为*级。

评级负责人签字：                                             

四、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的企业,一经认定,信用等级调降为
E
五、对提供未审计的财务报表企业评级不得超过C级

综合评分 100 ≥90为A级;≥80为B级; >70为C级; ≥60为D级; <60为E级

一、在其他银行或金融机构上一年度被评为AA级企业的加
10分;被评为AA级企业的加5分(提供银行或金融机构评级
证明文件原证)

资本增值率（%） 2
 x=[ 
(期末所有者权益一期初所有者权益) 
/期初所有者权益]x100%

[5.67. +∞)为2分；(3.67, 5.67)为1.5分;
[1.67, 3.67)为 1分；[1, 1.67)为0.5分;
[0, 1)为0分;
{备注:行业标准值为5.67}

特别规定 特别加分规定及信用等级调整

二、上年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有欠息行为的客户，信用
等级再下调二级
三、在他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有不良信誉记录,或被人民银行
信贷登记系统\银监会风险预警系统显示为不良信用的企业
,信用等级调降为E级

销售增长率（%） 3
X=[ (本年销售收入-上年销售收入) 
1上年销售收入]x 100%

[10.08, +∞)为2分;[7, 10.08)为1.5分;
[4, 7)为1分；[1，4)为0.5分; 
[0, 1)为0分;
{备注行业标准值为10.08}

近三年利润情况 3
近三年利润总额增长情况; 
其中:亏损企业考察其减亏情况

连续3年增长(或减亏)得2分;连续2年增长(或减亏)得1.5
分;3年内有增长(或减亏)得1分；3年内无增长(或减亏)得
0分;

七、发展前景

贷款付息 8 应付贷款利息余额 无欠息的得8;有欠息行为的不论是否结清均得0;

信贷资产形态 8
五级分类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
疑、损失贷款;四级分类为正常、逾
期、呆滞、呆账贷款

无逾期、呆滞、呆账贷款，且无次级，可疑、 
损失贷款得8;无呆滞、 
呆账贷款，且无可疑、损失贷款得5;有呆滯、 
呆账、可疑、损失贷款之一者得0分;

六、信誉状况 16

存货周转次数
(单位:次/年）

3 X=产品销售成本/平均存货成本
[6.48. +∞)为3分；[3, 6.48)为2分；
[I, 3)为1分；[0, 1)为0分；
{备注行业标准值为6.48}

应收账款(票据)
周转次数(单位:次

/年)
3

X=销售收入净额/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应收票据平均余
额)

[7.97, +0)为3分；[4, 7.97]为2分；
[1, 4)为1 分；[0, 1)为0分；
{备注:行业标准值为7.97}

利息保障倍数 4
X=[ (利润总额+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

[3.15, +0)为4分;[2.15, 3.151)为3分;
[1.15, 2.15)为2分;[1，1.15)为1分; 
(0, 1)为0分;
{备注;行业标准值为3.15}

销售利润率(%） 5 X= (销售利润/销售收入净额) x100%

[18.03, +∞)为5分;[13, 18.03)为 4分;
[8, 13)为3分;[3, 8)为2分;
[0, 3)为1分;(-∞, 0)为0分;
{备注;行业标准值为18.03}

总资产利润率(%) 5 X= (利润总额/资产总额)x100%

[9.54，+∞)为5分;[6, 9.54)为3分;
[4, 6)为2分;[2, 4)为1分;
(-∞, 2)为0分
{备注行业标准值为9.54}

五、经营效益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