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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面对日趋复杂的经济环境，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对提高国有企

业治理能力现代化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意义重大。本文在分析国有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环境不完善、内部控

制意识薄弱、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内部监督机构不健全等问题的基础上，认为可通过创造良好的内

部控制环境、加强全体人员内控意识、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强化内部控制落实督导管理等促进国有企

业内部控制管理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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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the national economy，state-owned enterprises face an inc

reasingly complex economic environment. Strengthening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ent is of grea

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governance capabili

ties and preventing and resolving major risk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problems of imp

erfect internal control environment，weak internal control awareness，inadequate implementati

on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and incomplete internal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in state-owne

d enterprises，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internal control managem

ent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can be promoted by creating a good internal control environme

nt，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l control awareness of all personnel，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and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internal con

trol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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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稳定

发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面对复杂多变

的市场环境，国有企业需不断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完善内部

控制体系，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度，确保各项制度得

到有效执行，精简和优化内部控制流程，减少冗余环节，提

高管理效率，培育积极向上的内部控制文化，提高员工对内

部控制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定期对内部控制体系进行创新和

改进，以适应企业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进一步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增强企业决策的科学性。

1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的作用

1.1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内部控制通过制定和执行一系列规章制度、程序和措施，

确保国有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和业务活动有序运行，避免资

源的闲置和浪费。具体而言，其有助于优化流程管理，明确

职责分工，规范业务流程，减少重复工作和无效劳动，提升

工作效率。内部控制通过严格的预算控制、成本管理和审计

监督，确保资金流向最需要和效益最高的项目，实现资金使

用的最大化效益。内部控制通过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监控，预

防资产流失，通过定期盘点和评估，确保国有资产得到合理

配置和有效利用。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整合资源信息，实现资

源动态调配和管理，提高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响应速度。

1.2 增强企业决策的科学性

内部控制不仅关注日常运营，还深刻影响到企业的战略

决策过程，通过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有效的风险评估机制，确

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建立健全的信息报告系统，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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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能够获取到真实、全面、及时的经营数据，为决策提

供坚实的基础。通过系统的风险识别、评估和监控机制，提

前预警潜在风险，使企业在面对不确定性时能够做出更加审

慎和合理的判断。内部控制强化了法律法规和公司政策的遵

循，减少了违法违纪行为，保护企业免受法律制裁和声誉损

失，为决策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建立健全的内部治

理结构，如董事会、监事会等，促进多方参与和讨论，使得

决策过程更加民主化和科学化，减少个人主观判断的影响
[1]
。

2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

2.1 内部控制环境不完善

（1）管理层和员工认识的局限性。部分国有企业领导者

未能与时俱进，对内部控制的理解停留于表面，简单地将其

等同于传统的内部牵制手段，忽视了内部控制在风险防范、

提高经营效率和促进合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观念上的

滞后，导致内部控制的构建与执行往往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多变，

风险管理成为内部控制的核心要素。但许多国有企业管理者

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缺乏以风险为导向的内部控制理念，

未能有效地识别、评估和应对各类风险。（2）组织结构与治

理机制的缺陷。部分国有企业沿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组织架

构，这种模式往往导致管理层级过多，决策链路长，信息传

递不畅，影响了决策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此外，这种结构也

容易造成责任分散，不利于内部控制责任的明确和落实。一

些国有企业尚未完全实现政企分开，政府干预较多，这不仅

影响了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也使得内部控制环境复杂化，难

以形成有效的内部制衡和监督机制。政企合一的模式下，决

策往往更多考虑非市场因素，忽略了经济效益和风险控制。

2.2 内部控制意识薄弱

国有企业在推动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过程中，面临的领

导层管理意识和全体员工参与度不足的问题，是当前亟需解

决的挑战。部分国有企业领导层对内部控制的重视主要集中

在满足合规性要求上，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内部控制在提升企

业竞争力、保障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战略意义。这种短视行为

导致内部控制的推进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源支持。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成为一些国企领导的首要目

标，这往往导致他们忽视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长期价值，认

为内控会增加管理成本、减缓决策速度，因此在内部控制的

投入和执行上有所保留。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或外部审计，一

些企业仅在表面上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但实际上并未真正

落实，形成了“文件柜里的内控”，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严重

削弱了内部控制的实际效用。有效的内部控制需要全员的深

入参与，但现实中，由于培训不足、激励机制缺失等因素，

员工往往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参与到内部控制的实践中，降低

了内控制度的整体效能
[2]
。

2.3 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

内部控制制度执行不到位主要体现在制度执行存在“写

一套，做一套”现象，执行力度区别对待，没能严格按照制

度来执行。这导致内部控制产生了严重的局限性，不能实现

彻底的执行，也没有发挥内控应有的作用。制度本身制定的

不切实际，难以在实践中贯彻到位，也是导致执行不到位的

原因之一。此外，内部管理制度重视不够，制度出台后往往

忽视了层层学习宣贯，导致基层不清楚、不了解，不能很好

地执行。

2.4 内部监督机构不健全

当前国有企业内部监督机构不健全，主要体现在自我监

督持续性不强、自我监督不到位，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发挥不

充分，企业内部审计基础工作薄弱等问题。外部审计工作作

为社会监督主要针对企业财务信息进行监督检查，但其存在

受雇于国有企业，社会审计人员很难保证独立性，监督力度

不足的情况。内部监督机制缺乏整体设计，各个层级的纪检

监督效力明显不足，没有按照企业的特点来进行设计，导致

监督资源浪费和监管漏洞的出现。

3解决国有企业内部控制问题的对策

3.1 创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

面对市场环境的日趋复杂化，国有企业亟需构建一个坚

实的内部控制生态系统，以此为驱动，促进内部控制体系向

更高水平迈进。为了有效应对国有企业风险管理的全面挑战，

内部控制环境的优化需聚焦以下三个方面：（1）深化企业文

化与内部控制的融合。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发展的灵魂，是凝

聚共识、激发潜能的关键力量。在当前多元化竞争与社会责

任并重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应将内部控制理念深植于企业文

化之中，培育一种既注重稳健运营又鼓励创新探索的氛围。

这意味着，企业文化的塑造不仅要强化危机意识，更要倡导

创新思维，确保风险防范成为每位员工的自觉行动，贯穿企

业成长的每一步。（2）优化治理结构，强化法人治理体系。

伴随国企改革的深化，完善治理结构、增强法人治理的有效

性是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必然选择。国有企业应致力于提升

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效能，确保其在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包括严格规范董事的选拔任用程序，增加外部董事比例以

引入多元视角，同时，确保董事会能够独立、客观地监督管

理层，推动企业战略与风险管理的高效协同。（3）升级人力

资源管理体系，赋能员工风险防控能力。人力资源是国有企

业最宝贵的资产。在新时代的内部控制框架下，加强人力资

源管理，特别是提升员工的风险识别与应对能力，是推动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企应充分利用数字化转型契机，如

推广业财融合系统，通过组织定期的专业培训和实操演练，

使员工不仅能精通本职工作，还能跨界理解财务管理流程，

形成复合型人才梯队。同时，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以

奖惩分明的激励政策，激发员工参与内部控制建设和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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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切实加强全体人员内控意识

（1）强化全员参与意识。通过设立内控优秀奖、风险控

制标兵等荣誉，激发员工参与内控建设的积极性。为每个员

工明确其在内控体系中的职责和权利，确保员工知道自己的

行动如何影响公司的整体风险。定期召开内控建设座谈会，

让员工分享自己在内控执行中的经验和问题，加强内部的沟

通与协作。（2）提高管理层的内控意识。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应带头执行内控制度，树立榜样。对管理层的内控意识和执

行情况进行定期评估，确保管理层始终对内控制度保持高度

的关注。为管理层提供内控相关的培训和教育，使其更加深

入地理解内控的重要性，并掌握相关的内控方法和技巧。（3）

加大全员内控制度的学习培训力度。根据公司内控制度的内

容和员工的需求，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除了传统的课堂培

训，还可以利用在线课程、模拟演练、案例分析等多种方式

提高培训的趣味性和实效性。定期组织内控实战演练，让员

工在模拟的环境中学习如何有效地执行内控制度，提高应对

风险的能力。建立内控知识库，方便员工随时查阅和学习相

关的内控知识和经验。（4）其他建议。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

如内部网站、宣传栏、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内控文化，让内

控理念深入人心。根据公司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断

完善和更新内控制度，确保其始终与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战略

目标保持一致。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或部门，对公司的内控

执行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监督和评估，及时发现和纠正

问题。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公司的各类风险进行实时监测

和预警，确保公司能够及时应对各种风险
[4]
。

3.3 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内部控制制度要根

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同时需要结合企业的经营治理环境、

长期战略和发展目标、管理活动等内容不断进行完善。企业

应建立内部控制体系的定期审查机制，即所谓的“回头看”，

以此为基础，及时识别制度的不足与过时之处，针对性地进

行新订、修订或增补，确保内控制度始终与企业实际运营状

态和外部环境变化相匹配。这不仅是对现有体系的一次全面

体检，更是对未来可能风险的前瞻预防。构建内部控制体系

时，企业需兼顾长远规划与即时需求，既要确保制度的稳定

性和连续性，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也要保证其具

备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和技术的变革。

通过科学设计，使得内控制度既能有效防控风险，又能促进

业务流程的高效运行，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提

高内控制度执行力的关键在于全员的深度参与和认同。企业

应将制度学习作为执行的前置条件，通过全员参与的制度修

订过程，不仅增强制度的实用性和可行性，同时也提升了员

工对内控价值的认识和执行的积极性。鼓励各部门根据业务

特点贡献智慧，将内控理念融入日常管理，形成自上而下、

全员覆盖的内控建设氛围。只有当每位员工都能深刻理解内

控的意义，主动参与到内控实践中，才能确保内控制度真正

落地生根，为企业稳健前行保驾护航
[4]
。

3.4 强化内部控制落实督导管理

内部控制监督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石，其有效实施

对于确保企业稳健运行至关重要。依据内控管理的具体要求，

企业需清晰界定内部监督机构的职责范围，确保内控落实的

监督职能得到有效执行。国企的内控管理部门应定期组织对

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立即反馈，并跟

踪整改进度，确保每一项内控措施都能落到实处。将内控制

度的执行情况纳入部门年度考核及个人绩效评价体系，可以

显著提升全员对内控的重视程度。通过将内控执行效果与绩

效奖励直接关联，激励员工主动遵守内控制度，进而提升内

控的整体执行效率和效果，最大化内部控制的效能。对于审

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日常操作中的不足，企业应建立反

思和反馈机制，不仅要求即时整改，还需深入分析原因，总

结经验教训，通过“举一反三”的方式防止同类问题重复发

生，逐步完善内控制度，形成持续改进的良性循环。为根植

内控制度的执行文化，国有企业需扮演先行者的角色，通过

高层的示范引领、广泛的宣传教育，以及将内控制度的执行

情况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营造出全员自觉遵守内控制度

的良好氛围。通过定期培训、案例分享等多种形式，提升员

工对内控制度重要性的认识，促使内控执行成为每个人的自

觉行为，最终达到内控制度有效落实的目标
[5]
。

结语

综上所述，内部控制作为国有企业风险防控机制的核心

组成部分，对于确保企业稳健运营、防控各类风险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它贯穿于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从战略

规划到日常运营，从财务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都离不开内

部控制的有效实施。文章重点从创造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

切实加强全体人员内控意识、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强化

内部控制落实督导管理四个方面入手，希望可以帮助国有企

业内部控制工作质量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1]张连魁.提升国有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相关策略

[J].全国流通经济，2022（36）：60-63.

[2]孙鹏.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研究[J].投资与

合作，2022（12）：154-156.

[3]程素芳.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完善措

施研究[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21，19（06）：117-119.

[4]甄怡悦.国有企业内部控制现状及优化策略研究[J].

企业改革与管理，2021（22）：43-44.

[5]韩璟.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商业

观察，2021（33）：9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