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7

Capital and Market,财经与市场,(6)2023,6
ISSN:2661-3263(Print);2661-3271(Online)

DOI:10.12361/2661-3263-06-06-141106

基于信息化视角的高校内部控制
有效实施与提升的研究

——以S高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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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S高校为例，提出S高校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分析数字化背景下信息化管理在高校内部控制中的应用价

值，推动高校借助信息化手段提升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提升高校内部控制的执行效果，为高校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

【关键词】高校；信息化；内部控制

Research on eff ective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informationization perspective
-- Take S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Lijian Wu,  Jiaman Lin 

Shunde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Foshan 5283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S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S universit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ization, promotes the eff 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mea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mproves the implementation eff ect of internal control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the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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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智慧财务、云计算等多样化信息技术的兴起，

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给高校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影

响了高校内控建设的外部环境。内控建设信息化有助于高

校的管理者更加准确地评估各类风险，为内部控制、监督

评价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因此提高高校内部控制建设的

数字智治能力，是高校提高社会服务效能和内部治理水平

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途径。

1  S高校内部控制信息化现状分析

1.1组织机构设置有待改进

S高校内部控制建设已经按照法律法规建立了相关职能

部门来对学校各项业务活动进行管理，同时也建立了《S高

校内部控制实施方案（试行）》等内控相关规章制度。但S

高校在内部控制建设过程中缺乏统筹性和全校性，内部控

制建设表现为仍无专门职能部门统筹建设。虽然 S高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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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相关工作统一交由财务处全权负责，但该部门承

担的日常业务本就十分繁重，自然导致在内部控制体系建

设上的精力显得不足。

在上述情况背景下，S高校在内部控制过程中表现为

各部门各自为政，各自负责自身部门的规章制度、业务

流程规划和人员安排。内部控制过程中，由于没有统一的

管理，各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办事效率低，协同能力

差，进而形成了相互推诿扯皮的问题，导致内部控制建设

效果不佳。

1.2风险应对准备不足 

S高校财务处是学校财经管理的主要职能部门，负责全

校的财经工作。财务处下设预算综合科、核算管理科和收

费管理科三个科室，现有正式员工 17 人。预算综合科作为

内部控制的主责部门，工作人员仅3人，但所需统筹管理的

内控事务繁多，相对工作任务繁重，尤其还要兼顾财务工

作，不利于内部风险控制，需要配置相应的人手。结合对S

高校相关工作的调查，S高校内部风险主要集中在日常管理

的各个方面，例如人事变动带来的权责风险和网络信息化

建设不足导致的舆情管理难度大风险等。

1.3预算执行缺乏监督

目前，S高校在预算执行上采用事后监督的方式，主要

由学校财务处会同审计部门对学校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

或不定期的检查抽查。审计部门有 4 人，正副处长、综合

审计科 1 人，专职审计人员较少，相关大型项目和年度审

计等工作基本是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展。查阅以往审计资料发

现审计过程中存在审计部门签字资料，但审计部门却没有参

与到实际项目过程中，说明审计部门并未对相关项目进行审

计监督。访谈审计部门也发现审计工作开展难度大的困难，

例如各部门因缺乏统一的项目开展流程制度和系统，审计部

门无法了解清楚项目的开展进度，监督的作用发挥有限，往

往是走流程，完善最后的资料审查。项目事前和事中相关审

计的缺失，导致项目脱离审计监督，项目开展起来必然存在

或多或少的困难，那么在困难的阻碍下既有可能影响项目推

进速度，也可能导致资金流失，给学校带来相应的风险。

1.4部门间无法实现信息共享 

当前 S高校的信息管理系统主要功能是上下级信息传

递，但在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不通畅。信息传递的单向

性，导致S高校在规模变大的情况下，各部门处于相对独

立状态，有些具体的协同业务，需要部门之间进行沟通，

然而信息沟通是不对称的。在不能平等的互相交流的情况

下，也导致学校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出现信息矛盾的情形，

比如填报数据，本来是同一数据，但有的部门未掌握信

息，导致结果报出的数据前后不对应的情况出现。无法共

享的信息导致S高校各部门的工作效率变低，不利于高校内

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发展。

2  高校内部控制管理信息化体系的构建

无论哪一类型风险的化解、哪一方面危机的应对、哪一

领域问题的解决，制度建设都是根本与长久解决之道。”

因此，以全面执行《内控规范（试行）》为抓手，围绕高

校信息化建设，

2.1构建内控管理信息化组织架构

通过 S 高校组织机构的调研结果，S 高校的内部控制

主要依靠财务处和审计处。但仅仅依靠这两个部门现有的

人员并不能够全面的进行内部控制管理，S 高校应结合现

有人员结构，发动各部门管理人员，明确各部门的职责，

并增加相关管理部门的权限，组织更多的人员参与到学校

的内部控制管理工作中。在内部控制管理过程中，S高校

可通过召开党委会，组织相关人员参会商讨，然后汇集参

会人员的意见形成最终的决定，切实的提升S高校的内部

控制管理力度，保障 S 高校的发展目标得以实现。

2.2建立构建智能稽核及财务监管系统，开展信息化内

控风险评估与监督工作

风险评估是指利用相应的方法原理对高校存在的风险值

进行标准值量化，该量化值直接反应风险对高校的影响程

度，常采用的方法有标准差分析法、专家咨询和敏感分析法

等。S高校应结合自身具体校情选取上述方法建立一套适用

S 高校自身的风险识别系统——智能稽核及财务监管系统（

如图1），定期开展信息化内控风险评估与监督工作。借助

该风险识别系统提前预测风险发生的大小和预期效益，提前

采取应对措施，避免学校遭受风险影响，也推动学校健康发

展。风险识别系统的 建立可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对 S 高

校潜在的风险设置警报指标，特别关注高风险项目。在互联

网技术的支持下，将风险值转化为互联网语言，一旦相关数

据提示预警，那么管理人员根据预警及时采取措施，这就是

风险评估预警系统。在建立 S 高校的风险预警体系时应充

分考虑 S高校各部门的权责。因此 S高校在建立风险预警体

系应根据 S 高校自身校情设置科学的预警指标，切实实现

对S 高校内控的 预警，达到有效防范风险的目标。

2.3加强信息化预算管理，健全预算执行与考核 

建立以预算为主线，资金管理为核心的内控管理信息

化整体框架，将内控工作成果和运行过程固化在信息系统

中，实现预算编审管理，并对预算执行全过程进行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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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做到“上接预算源头、下连财务核算”，打通预（

决）算与支付核算之间的单位资金大循环，实现对资金、

资产、项目、采购、合同的信息化管理。

加强预算管理的执行力度。预算对经济业务活动有着制

约作用，S高校应当将这种约束作用发挥至最大限度，并加

强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对各部门的监督力度。首先，财务处

在执行预算时应及时安排已批复的预算金额，根据实际情

况完成对预算金额的分解，下达到各部门。其次，在完成

预算下达后，财务处、财经领导小组定期或不定期的对预

算执行情况进行跟踪，考核各部门的执行进度，督促各部

门按时完成预算执行，推动项目开展。跟踪检查过程中，

如果发现部门在执行预算过程中存在差异，应及时了解情

况，分析原因，避免预算执行受阻。最后，应当做好预算

执行服务工作，完善校内预算调整规章及审核程序，避免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出现调整困难、超出预算的情况，从而

有效确保预算执行的严肃性。 

健全预算执行的绩效考核机制。预算执行的年度考核

中，S 高校财经领导小组应当严格考核各单位预算执行情

况。考核可以采用平衡记分卡的方法将预算执行情况纳入

考核标准，并根据执行情况对表现差的部门实施惩罚制

度，对表现良好的 部门实施奖励制度，对预算超支的部门

进行批评，并分析其超支、低执行率的原因，为各单位下

一年度的预算编制提供基础和参考依据。

2.4通过信息化系统实现部门间信息共享

完善信息管理系统，强化部门和部门之间的沟通，建立

沟通渠道，提升工作效率。 同时，在走访S 高校各部门的

时候发现各部门在使用信息管理系统中存在该系统利用率

低下的情况，询问原因主要体现在对信息技术的不了解，

操作有困难，尤其在一些年长老师的身上比较明显。为了

提高S高校信息管理系统的利用率，信息管理相关人员应组

织对各部门的人员进行培训，针对常用功能要做到大家都

会,切实从技术上保证每一位员工能够操作，也要从思想上

引导大家使用信息管理系统。 当全校沟通交流采用信息系

统后，信息系统的安全也是要考虑的，要注重信息系统的

维护，定期完善系统，避免信息外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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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能稽核及财务监管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