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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部控制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议题，近年来因企业自身内部控制缺陷而引发的企业危机甚至

破产现象的频发更说明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基于当前我国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相关研究结论庞杂的现状，

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通过查阅2017~2021年国内相关权威核心期刊，将

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变量因子进行综合整理，发现目前的研究大多认为内部控制有效性在各要素间具有

正向作用，且研究要素主要集中在企业规模、企业创新、企业绩效、董监高独立性、员工激励计划、投

融资等企业内部因素中。同时，部分研究存在结论对立，整体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分布不均衡

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归集整理，分析当前研究现状、研究结果、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整理

出一些研究空白，以期为未来完善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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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academia.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corporate crises and even bankruptcy caused by the in-
ternal control defects of enterprises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l control.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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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plicated research conclusion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in China,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and systematic sorting and re-
search.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organizes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as a variable 
factor by consulting relevant domestic authoritative core journals from 2017 to 2021. The study 
found that most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believe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various factors, and the factor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enterprise scale, en-
terprise innovation,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independence of directors, supervisors and se-
nior management, employee incentive plan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etc. At the same time, some 
studies have contradictory conclusions, and the overall research is unevenly distributed in terms of 
research objects and research methods. By collecting and sorting out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research results, finds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sorts out some research gaps, in order to provide help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in the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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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近年来，“内部控制”一词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公众和学术界的视线中。自 21 世纪初“安然事件”的

发生，再到后续一系列例如“银广夏事件”、“獐子岛事件”、“康美药业 300 亿资金无故蒸发”等爆

雷事件的出现，使得财务造假事件背后凸显的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开始逐渐引起国内外理论界和学术界的

关注和重视，由此引发众多学者开始研究、分析及评价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理论界评价企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主流标尺，当前的研究及相关成果已十分丰

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法、范围和视角也不尽相同。近年来相关研究更是源源不断的在更新和补充，

可见内部控制有效性始终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研究和分析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一方面能够在理论上丰富现有研究成果，提供更多创新

的研究思路，另一方面能够在现实中提高企事业单位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和评

价自身的内部控制质量，从而完善内部控制、防范风险，提高经济效益、实现长足发展。 
然而，当前尚未有学者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全面整体的梳理，更未有学者将其按照变量进行分类，

在目前殷实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有必要按照一定标准对其进行全面的分类整理，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更多

帮助，提供更清晰的思路和框架。基于篇幅限制，本文将从总体观出发，将“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一

个整体聚合词条进行综述和分析，而不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各组成要素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2. 文献现状梳理 

下面拟从文献筛选流程、国内研究现状分析、现有研究的数据来源特点及文献综评这四个方面，来

对文献进行层次和逻辑上的梳理。 

2.1. 文献筛选流程 

为了更好地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本文将“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单元，并选择 C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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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索，选取相应主题的学术期刊。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理论界的热门研究主题，一直以来与之相关

的文献有很多，且一直在不断更新，为保障研究的时效性，本文将文献发表时间的选择范围缩短至

2017~2021 年，并仅摘取来源于 SCI、CSSCI、EI 和北大核心的学术期刊，以保证研究的权威和可信。 
经过筛选，本文选取了 92 篇学术类文献。在检索过程中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

注度较高，不仅研究较为深入，而且涉及领域广泛，仅是不加限制地对内部控制有效性主题进行检索，

便可得到 600 余篇涉及不同方面，运用不同方法，基于不同视角的文献。 

2.2. 国内研究现状 

2.2.1. 文献年限分布状况 
图 1 按年份汇总了 2017~2021 年有关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文献数量及占比。在检索出的 92 篇期刊文献

中，发表于 2020 年的文献数量最多，达到 23 篇，占总体的 25%，2019 年和 2021 年分别仅有 14 篇和 12
篇，其余年份趋于平均。总体来看，内部控制有效性在我国学术界的研究中仍占据着足够的热度。 
 

 
Figure 1.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articles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in china from 
2017 to 2021 
图 1. 2017~2021 年我国内部控制有效性相关文献数量及占比 

2.2.2. 研究主体分布状况 
1) 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 
在 92 篇期刊文献中，共有 86 篇文献直接涉及企业与内部控制有效性，其中有 82 篇直接对上市公司

进行探讨，4 篇直接或间接探讨央企。由此可见，当前关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理论成果仍大量分布在以

上市公司为主体的企业中。 
研究上市公司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相关因素的文献有很多，有些学者从公司治理层面研究其与内部

控制有效性之间的联系，其中涉及董事会、管理层、高管特质、董监高独立性、CEO 声誉和激励、股权

激励、薪酬激励、内部审计、员工持股、机构投资者、党组织治理等诸多方面；还有部分学者从宏观层

面进行相关研究，其中涉及制度压力、社会背景、会计政策、会计法制、政治关联、政府干预、社会责

任、媒体关注等方面。从行业类型来看，当前研究的企业涉及科技型、互联网、文化传媒、农业、食品

业等行业；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基于创新投入角度，研究研发投入、专利数量、创新投入与内部控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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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之间的联系。 
在研究央企的四篇文献中，共有三篇直接从政府介入的角度出发，探讨政府审计对央企内部控制有

效性的影响，而另一篇从党组织干预的角度，探讨公司治理下党组织的参与会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 
2) 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事业单位 
当前研究我国事业单位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文献仍是凤毛麟角，仅有 6 篇，占总数的 6.52%。在其

中，可将事业单位细分为公立医院、政府部门和高校。对于公立医院，当前大多数学者采用实证法，对

影响公立医院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对于政府部门，当前仅有少量文献对政府当局内部

控制有效性的测度方法进行研究，而对于高校，当前文献主要研究相关单位主体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

因素，其中涉及高校管理层及外部压力和特殊单位主体——公安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政策执行等方面

对其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 

2.3. 现有研究的数据来源特点 

综合整理 CNKI 中选取的 92 篇文献，可将我国学者研究的数据来源分为五大板块： 
一是基于“程度有效观”，选择深圳迪博公司数据库中的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EIC)或厦门大

学内控课题组出具的内部控制指数进行研究，其中以迪博内部控制指数使用频次最多，运用范围最广。 
二是基于“要素有效观”，从目标导向的内部控制指数、内部控制五要素、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

研究院出具的内部控制总指数，基于 ERM 风险管理框架设定内部控制指标以及以资产安全性、财务信息

真实性和经营管理合法合规性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其中较多学者采用目标导向的内部控制指数，从公

司内部治理及外部治理角度研究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 
三是基于“缺陷有效观”，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是否披露重大缺陷为判定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

采用该方法进行研究的文献共计有四篇。 
四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目标差异主体，如：沪深两市上市公司、高校管理层、教师及行政人

员、公立医院进行调查访问，随后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评分法等评价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五是调取我国知名数据库中的有关数据，如：CSMAR 和 Wind，对研究指标赋值，自行构建评价模

型进行分析。由于模型构建的复杂性和客观条件限制的存在，当前国内采用该方法的学者较少。 

2.4. 文献综评 

经过分析，当前相关研究文献数量繁多，但研究范围主要局限在我国的企事业单位，学者多从企事

业单位此类具象化的主体入手，以社会现实问题作为切入点，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研究，并细分研究

的要点，进行深入的探究和思考。 
总体来看，当前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占据半壁江山，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角度、运用不同的

评价方法、从不同范围对上市公司和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深入探索，由此得出了诸多结论。虽然当前相

关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但也能看到，不同文献之间存在研究结论相同或相似的现象，少数文献得到对

立的结论。综合分析该现象的具体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得出：一方面，从客观上，不同学者对相同的议

题基于不同的视角，选取不同的研究数据，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可能得出有差异的研究结论。另一

方面，是在当前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发表文献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学者们无法对整体进行全盘的有

条理的通读和梳理，自然容易出现同一议题重复研究的状况。同样的议题进行多次相近的研究得出相似

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效率，使研究结论冗杂，不利于未来研究的创新发展。 
基于此，本文将内部控制有效性按照解释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被解释变量进行分类，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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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庞杂的文献及其研究成果进行详细、系统的梳理并按照上述分类进行归集，随后进行深入研究，分

析当前研究成果的分布状况、相似点和对立点、并进一步整理出一些研究空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更明

晰的指引，构建更完备的框架。 

3. 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变量因子的探讨 

上述国内 92 篇文献资料中，剔除 13 篇综述性文献，共计 79 篇目标文献。其中，有 36 篇文献将内

部控制有效性作为解释变量，13 篇作为中介变量，15 篇作为调节变量，42 篇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其中

又存在 22 篇文献同时具有两个及两个以上不同的变量因子。下文对各个变量因子进行了梳理，之后进行

具体解释说明，并基于当前的研究成果做相应的总结。 

3.1. 解释变量 

3.1.1. 内部控制有效性作用于企业创新 
创新是新时代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随着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快速增长，

使得创新受到学者和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企业要想充分发挥创新带来的效益，就离不开良好的内部控

制风险控制机制(倪静洁等，2020) [1]。基于创新的重要性，我国不少学者对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进行了相关的讨论和研究，如表 1 所示，在 36 篇将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解释变量的文献资料中，关于企

业创新主题的文献有 9 篇。其中，倪静洁(2020)和朱渝梅(2020)通过对我国 A 股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

正向论证了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的关系[1] [2]。周竹梅(2019)亦分析论证出良好的内控质量可以推动企业

增加研发投入，从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3]。此外，另有马桂芬(2020)、许瑜(2017)、唐华(2021)和胡川(2020)
研究了科技型企业的创新绩效与内部控制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得出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相

关性明显为正[4] [5] [6] [7] [8]；还有朱永明(2017)在分析公司成长性中论证出一致结论[9]。 
 
Table 1.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表 1. 内部控制有效性作用于企业创新 

被解释对象 参考文献 出现频次 

企业创新 [2] 1 

企业创新投入 [1] [3] 2 

企业创新绩效 [4] [5] [6] [7] [8][9] 5 

技术创新 [9] 1 

3.1.2. 内部控制有效性作用于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包含公司内部治理、公司外部治理和与公司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三方面的内容[10]。公司的

内部治理强调通过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三者之间的有效制衡，实现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公司外

部治理主要通过市场竞争关系等市场机制，对公司产生激励作用；与公司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强调政府

和监管部门的监督作用，通过法律法规及社会道德规范对公司形成约束，反作用于公司。 
如表 2 所示，在 36 篇将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解释变量的文献资料中，有 18 篇以公司治理为主题。

其中，涉及公司内部治理的文献数量最多，且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不尽相同，主要涉及公司绩效等方面。

许江波(2018)、高影(2019)认为内部控制有效性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11] [12]，陆可晶(2018)也通过研究

得出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绩效波动程度越小[13]；另有王治皓(2020)、桂良军(2020)从上市公司

并购的角度，探究出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缓解上市公司并购中的代理成本，提高并购后的整合能力，识

别和控制并购风险，进而提升并购绩效[14] [15]；还有林波(2018)从财务绩效的角度，分析得出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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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能够提升企业财务绩效[16]。此外，还有学者分别从企业的财务指标：企业运营的效率和资金营运

的质量与效率、风险管理、企业财务报告的及时性、会计稳健性、盈余管理质量、高管激励方面验证出

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正向作用[17]-[24]，还有学者探究了内部控制有效性对非效率投资、真实盈余管理、高

管私有利益和企业关联交易的抑制作用[25] [26] [27] [28]。 
 
Table 2.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on company’s internal governance 
表 2. 内部控制有效性作用于公司内部治理 

被解释对象 参考文献 出现频次 

企业绩效 [11] 1 

企业绩效波动 [13] 1 

海外并购绩效 [14] 1 

企业并购绩效 [15] 1 

企业财务绩效 [16] 1 

公司业绩 [12] 1 

企业运营效率 [17] 1 

商业信用资金营运质量 [18] 1 

营运资金管理效率 [19] 1 

企业风险管理 [20] 1 

企业年度财务报告的及时性 [21] 1 

会计稳健性 [22] 1 

盈余质量 [23] 1 

真实盈余管理 [27] 1 

高管薪酬激励 [24] 1 

高管私有利益 [28] 1 

企业非效率投资 [25] [26] 2 

企业关联交易 [26] 1 
 

如表 3 所示，在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和治理的法律法规方面，当前文献主要涉及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

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方面。周竹梅(2019)、王运启(2020)、齐岳(2020)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角度，研究得

出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越能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提高企业声誉，正向影响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市场

反应[3] [29] [30]。朱文莉(2018)则从审计意见角度实证分析出内部控制质量反向影响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出具概率[31]。 
 
Table 3.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on the company’s external governance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表 3. 内部控制有效性作用于公司外部治理和法律法规 

被解释对象 参考文献 出现频次 

企业社会责任 [3] [29] 2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市场反应 [30] 1 

审计意见 [3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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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内部控制有效性作用于其他方面 
如表 4 所示，在企业创新、公司治理之外，还有学者从企业融资能力方面探究了内部控制有效性的

影响作用，王珍义(2017)、张亚洲(2020)、仲怀公(2017)、张兆侠(2018)基于会计信息视角，认为内部控制

有效性能够降低债券股权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32] [33] [34] [35]。此外，还有学者探究了内部

控制有效性对僵尸企业脱困的有利作用[36]。 
 
Table 4.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in other areas 
表 4. 内部控制有效性作用于其他方面 

被解释对象 参考文献 出现频次 

商业信用融资能力 [32] 1 

股权融资偏好 [34] 1 

债务融资成本 [35] 1 

企业融资约束 [33] 1 

僵尸企业脱困 [36] 1 

3.2. 中介变量 

如表 5 所示，当前 13 篇将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中介变量的期刊文献中，多数文献倾向于研究不同要

素通过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其中：马桂芬(2020)、许瑜(2017)、胡川(2020)通过研究

近十年间 A 股主板数据以及创业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媒体关注、分析师跟踪通过发挥内部控

制有效性的中介作用，进而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4] [5] [8]；李曜(2017)探讨了风险投资通过内部控制有效

性能够发挥并购的增值作用，进而提升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37]；张欣(2021)、张敏(2017)则分别研究了

内部控制在异质性机构持股与财务绩效之间以及政治关联与财务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38] [39]。 
除此之外，另有学者研究了内部控制有效性在内部审计、非整合审计对提高企业盈余质量、董事会

治理对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财会背景独立董事(IDFAB)履职对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管理层治理对预防财务

舞弊、企业社会责任对股价波动的中介作用机制[40]-[45]。更有学者基于地理视角，探究内部控制有效性

在地理分散对食品企业社会责任发挥的部分中介效应[46]。 
 
Table 5.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as mediating variable 
表 5. 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中介变量 

连接对象 参考文献 出现频次 

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 [4] 1 

媒体关注与企业创新绩效 [5] 1 

分析师跟踪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8] 1 

风险投资与上市公司并购绩效 [37] 1 

机构持股与财务绩效 [38] 1 

政治关联与企业财务绩效 [39] 1 

内部审计与盈余管理 [40] 1 

非整合审计与盈余管理 [41] 1 

董事会治理与债券信用评级 [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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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财会背景独立董事(IDFAB)履职与会计信息质量 [43]  1 

管理层业绩目标与财务舞弊 [44]  1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与股价 [45]  1 

地理分散与食品企业社会责任 [46] 1 

3.3.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侧重于考察自变量何时调整因变量以及调整程度的大小。如表 6 所示，当前相关研究共有 15

篇，其中涉及企业创新、企业绩效、企业融资、公司治理等方面，与上述中介变量的研究方向大同小异。 
其中，朱渝梅(2020)、唐华(2021)、娜仁格日乐(2021)均从企业创新视角分别研究得出内部控制有效

性能够增强企业多元化战略、研发投入以及董事会背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的正相关关系[2] [7] [47]；许江

波(2018)、梁晓琳(2019)、孙自愿(2019)则从企业绩效角度分别探究了内部控制有效性在供应链集中度、

专利申请量、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11] [48] [49]，陆可晶(2018)则构建评分模型得出内部

控制的提高能够通过对高管的行为进行监督，从而抑制非效率投资，促进企业绩效[13]。此外还有学者探

究了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会计信息与企业融资、关联交易与非效率投资、高管权力与私有利益、债务契约

与会计稳健性等其他方面的调节作用[22] [26] [28] [32] [34] [35] [50] [51]。 
 
Table 6. Internal control effectiveness as moderator variable 
表 6. 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调节变量 

调节对象 参考文献 出现频次 

多元化战略对创新投入 [47] 1 

研发支出对企业创新绩效 [7] 1 

董事会成员背景多元化对企业创新产出 [2] 1 

供应链集中度对企业绩效 [11] 1 

专利申请量对企业绩效 [48] 1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 [49] 1 

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绩效波动 [13] 1 

会计信息失真对债务融资成本 [35] 1 

会计信息质量对股权融资偏好 [34] 1 

CEO 声誉对商业信用融资关系 [32] 1 

关联交易对非效率投资 [26] 1 

业绩预告偏差对股价崩盘风险 [50] 1 

高管权力对高管私有利益 [28] 1 

债务契约对会计稳健性 [22] 1 

中华通对费用黏性 [51] 1 

3.4. 被解释变量 

3.4.1. 企业内部环境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 
企业内部环境由企业资源、企业能力和企业文化等多方面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组成。综合整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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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相关文献，其中 16 篇研究了企业内部环境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表 7 列示了当前研究的相关因素，

涉及企业文化以及公司治理的诸多方面。黄溶冰(2021)基于 SWR 方法论，分析了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

的人本因素表现[52]；马桂芬(2020)、阚爽(2017)、王烨(2021)、张艺琼(2018)通过研究得出高管薪酬激励、

股权激励以及员工持股计划等激励方式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4] [53] [54] [55]；另有余思明

(2020)、徐玉德(2021)、吴秋生(2018)、章奇(2017)、凌华(2021)、陈玉梅(2018)、高爽(2020)、谢竹云(2017)
基于公司治理层面，研究出管理层业绩目标、内控主体、董事会认知能力断裂带、股东治理等方面对内部

控制有效性的提升作用[44] [56]-[62]；此外，朱文莉(2018)、闫丽娟(2019)、高爽(2020)、谢竹云(2017)、郭

慧(2017)实证检验出内部审计能够有效监督企业内部控制，促进企业内部控制的提升[31] [40] [61] [62] [63]。 
 
Table 7.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enterpris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表 7. 企业内部环境作用于内部控制有效性 

解释对象 参考文献 出现频次 

人本因素和谐 [52] 1 

股权激励 [4] [53] [54] 3 

员工持股计划 [55] 1 

薪酬激励 [53] 1 

管理层业绩目标 [44] 1 

管理层过度自信 [56] 1 

经理独立程度 [57] 1 

董事会治理特征 [58] [59] [61] 3 

董事会规模 [58] [61] [62] 3 

股东治理 [58] [60] 2 

内部审计 [31] [40] [61] [62] [63] 5 

3.4.2. 企业外部环境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 
企业外部环境指企业的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中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外部因素的总和。如表 8

列示，在 42 篇相关文献中，有 26 篇文献研究了企业外部环境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许瑜(2017)、胡

川(2020)、马新智(2020)、陈志军(2020)、李仕杨(2019)、段训诚(2018)、李曜(2017)、张欣(2021)、杨侠(2020)、
吴秋生(2018)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媒体关注、分析师跟踪、机构投资者(特别是压力型机构投资者)持股、党

组织等主体的参与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具有正向作用[5] [8] [37] [38] [64]-[70]。而在探索政府干涉对企业内

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时，有不同学者得出了对立的结论。张敏(2017)、王凡林(2018)、张曾莲(2019)研究

认为政治关联、政府干预和政府审计会削弱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39] [71] [72]，而李元霞(2017)却认为

房地产企业政治关联能够对企业内部控制产生积极影响[73]，此外，段训诚(2018)亦认为政府审计可以提

升企业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周期性，且政府审计的介入程度会影响内部控制有效

性的提升效果[68]。 
除上述要素，其它文献分别从企业生命周期、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规模、地理特质、外部审计、保

险资金、会计法制、等方面探究了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除苏芳(2020)认为地理分散不利于企业内部

控制发挥作用外[46]，其余学者均对各要素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给予了肯定[11] [41] [45] [73]-[78]。
在评价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层面，葛玉林(2018)基于高校制度压力层级探讨高校内部控制质量[79]，戴琦

(2021)则从公安院校的思政工作、制度建设角度评价公安院校的内部控制[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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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The effect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the enterprise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l control 
表 8. 企业外部环境作用于内部控制有效性 

解释对象 参考文献 出现频次 

政府干预 [39] [68] [71] [72] [73] 5 

媒体关注 [5] [64] [65] [66] [67] [68] 6 

机构投资者 [37] [38] [65] [66] [67] [69] 6 

分析师跟踪 [8] 1 

生命周期 [74] 1 

党组织治理参与 [70] 1 

保险资金 [75] 1 

企业地理分散 [46] 1 

外部审计 [41] [68] [72] [76] [77] 5 

企业社会责任 [45] 1 

会计法制 [78] 1 

制度压力 [79] 1 

思政工作、制度建设 [80] 1 

4. 结论与相关建议 

从研究结果综合来看，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变量因子在各种要素间大多起到了积极作用。作为解释

变量，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创新动力，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并对公司治理、公司经营及

公司成长产生积极作用。作为中介变量，内部控制直接影响了股权激励、媒体关注、风险投资等方面对

企业创新绩效、审计对盈余管理、公司治理对融资能力和财务风险等方面的提升作用。作为调节变量，

内部控制能够作用于不同的经济要素在推动企业创新、企业绩效、以及抑制高管私利、帮助企业投融资

等方面为企业的经营和成长提供积极支持。作为解释变量，内部控制有效性受企业内外部环境影响，并

因此得到提升或者受到削弱。 
从研究内容来看，当前学者多乐于从企业内部，特别是从公司治理、企业创新、企业投融资的角度

出发，讨论相关要素和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也可以看出当前研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部分文献存在研究结论对立的现象。通过上述整理可以发现，虽然多数文献在探讨相同或相

似的研究对象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得出相近的研究结论，但仍有部分文献在探讨具体对象时得出了显著

不同的结论。例如，在探讨政府干涉对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作用时，王凡林(2018)针对不同行业、不同

地区得出政府干预反作用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内控效果，且受市场化程度影响，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受政

府干预程度更小[71]。张敏(2017)从政治关联角度，认为政府型政治关联会使企业因需要迎合政府要求而

偏离企业真实目标，从而影响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效果[39]。张曾莲(2019)基于审计署公告，实证分析了

现阶段的政府审计由于内部机制缺陷，很难发挥建设作用，反而降低了企业的内部控制效果[72]。段训诚

(2018)亦基于审计署公告，但得出政府审计会随着介入期的长短对央企的内部控制产生不同的积极影响，

并验证出中度介入期对央企内控效果提升作用最高[68]。此外，李元霞(2017)以沪深两市房地产上市公司

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出政治关联对房地产企业内部控制更多表现出支持作用[73]。由此可见，同是研究

政府干涉和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王凡林(2018)、张敏(2017)和张曾莲(2019)对政府之手持消极态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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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训诚(2018)和李元霞(2017)却认为政府能够对企业内部控制产生积极影响。其中，张敏(2017)与李元霞

(2017)在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中得出对立的结论，段训诚(2018)和张曾莲(2019)基于审计

署公告，在研究政府审计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时也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 
第二，整体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分布不均衡。在研究对象上，当前文献多倾向于从企业内

部进行研究，而对企业外部的研究较少，且对于外部研究，学者更多从政府介入、机构投资者以及媒体

关注的角度着手，而缺乏其他方面的拓展。此外，研究以医院、高校、政府机构为代表的事业单位与内

部控制有效性的文献较少。在研究方法上，当前文献多倾向于运用模型分析法，调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标

对相关论点进行数据性推导和验证，而较少有学者采用综述性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本文基于当前研究现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未来的研究应更多关注当前少研究以及未曾研究的领域，例如，在研究企业与内部控制有效

性时，学者可以多从人文因素、地理特征、国家宏观政策、社会环境以及法律层面等外部因素入手，创

新研究思路，探讨其他要素与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 
第二，未来研究也应将更多目光投入我国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作为我国的特殊而又重要实体，对

该相关主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帮助事业单位对自身内部控制有更好的了解，得到更好的改善。 
第三，针对当前数据型文献庞杂的现状，未来的研究可多在研究方法上加强综述性分析。 

5. 结语 

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评价企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重要尺度，在理论和现实中都有着丰富的研究意义。

本文通过整理 2017~2021 年内部控制有效性相关的国内核心期刊文献，将内部控制有效性作为变量因子

进行手工整理分类并深入分析，研究得出：内部控制有效性在各种要素间多起到了积极作用，当前文献

多从企业内部着手而对企业外部的研究较少，且对事业单位的关注度不足，同时，数据型文献数量和综

述型文献数量存在较大比例的失衡。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有关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第二，将相关文献

按变量因子进行分类，有助于学者从宏观上了解当前内部控制有效性的整体研究状况。第三，采用综述

性分析，有利于对比当前数据型文献和综述型文献比例差异的情况。 
最后，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可多关注当前空缺的领域，并对事业单位给予更多的关注度，及加

强综述型文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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