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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财务风险理论为指导，首先简要介绍了现阶段国有大型能源企业主要面临的财务风险。然

后分析了国有大型能源企业财务风险内部控制系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完

善国有大型能源企业财务风险内部控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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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能源企业是指各种勘探、开发、加工、销售各类

能源企业的总称。国有能源企业业务范围涵盖煤炭、

电力、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领域。根

据国家统计局对各行业规模的划分标准，大型能源企

业是指从业人数在 2000 人及以上，年销售额在 3 亿

及以上，资产总额在 4 亿及以上的能源企业[1]。国有

大型能源企业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关乎国民经济命

脉的重要企业。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家对大型

能源企业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导入市场机制、进行

商业化营运、资产战略性重组、结构调整等。宏观环

境的变化与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得国有大型能源企业 

在投融资和资金回收方面面临的财务风险凸显。内部

控制通过一系列相互配合的方法、措施、程序等，能

提高经营效率，控制财务风险，近年来已成为财务风

险管理中的重要手段[2]。 

虽然我国国有大型能源企业建立了内部控制体

系，但在内控环境、控制机制、监督等方面存在着治

理结构不完善；风险评估与监督机制缺失；内部审计

流于形式等不足，限制其对财务风险的控制作用。为

使国有大型能源企业能够更持续稳健地发展，完善企

业内部控制体系，加强其对财务风险的控制是当前的

重要任务。在世界范围内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完善

国有大型能源企业财务风险内部控制更显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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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企业防范和控制财

务风险的水平是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工作和风险管理

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国有大型能源企业财务风险管理

中存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3]。基于

以上认识，本文在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分析国有

大型能源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同时发现这些企业现

行的内控系统在控制财务风险方面取得的成果和存

在的不足，针对这些薄弱之处提出相应的对策，以弥

补实践中的缺陷。 

理论和实践均证明：财务风险客观广泛地存在于

融资、投资、资金回收、利润分配等环节[4]。内部控

制通过实施一系列规范化、标准化的方法、措施、程

序，能实现对财务风险的控制和弱化，能防范财务风

险于未然，能增强企业对财务风险的免疫力和自愈能

力，从长期来看，有利于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2. 国有大型能源企业的财务风险 

风险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普遍存在于生活中。早

期观点认为“风险是在一定条件下财物损失的不确定

性”，后来风险的内涵逐步扩大，只要是实际结果和

预期结果的偏离都可以认定为风险。所以，财务风险

就是指企业预期的财务成果与实际的财务状况、财务

成果之间发生偏离的可能性。国有大型能源企业的财

务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2.1. 筹资风险 

筹资风险是指企业因筹资活动引起的收益不确

定性以及到期不能偿付债务本息和投资者报酬的风

险。主要表现为债务过大、利率过高、资本结构不合

理导致的高额筹资成本，债务到期日比较集中引发偿

还危机，进而导致财务风险。本文对 2009、2010 年

度 17 家国有大型能源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进行统计[5]，

统计结果见下表 1。 

现阶段国有大型能源企业面临的主要筹资风险

表现为负债率高、筹资方式单一。主要原因是我国能

源投资的资本金要求很低，为满足能源需求的快速增

长，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向银行举债。此外，能源的价

格由政府主导，企业盈利能力偏低。由于能源企业高

度依赖银行借款维持现金流，一旦紧缩银根，银行将

对能源企业的贷款收紧，利率上调，大型能源企业财

务成本迅速加大[6]。 

Table 1. ratio of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large energy enterprise in 
2009, 2010 

表 1. 2009、2010 年度大型能源企业资产负债率统计表 

企业名称 股票代码 09 年资产负债率(%) 10 年资产负债率(%)

大唐发电 601991 82.06 81.82 

深圳能源 000027 48.15 43.53 

漳泽电力 000767 79.79 84.05 

吉电股份 000875 73.66 82.10 

西山煤电 000983 51.37 51.33 

皖能电力 000543 50.38 58.09 

华电国际 600027 79.25 83.12 

中海油服 601808 63.39 59.76 

中国石油 601857 37.40 39.02 

中煤能源 601898 29.02 29.22 

华能国际 600011 74.89 72.83 

华银电力 600744 84.23 89.35 

葛洲坝 600068 78.41 76.02 

国电电力 600795 73.30 75.66 

中国神华 601088 36.64 32.81 

上海电力 600021 72.83 72.66 

中国石化 600028 53.77 54.06 

平均比率 62.86 63．85 

2.2. 投资风险 

投资风险是指企业因投资活动给企业带来的风

险[7]。主要表现投资项目规划不合理、市场调研误差、

投资项目不可行或不成熟等情况引起实际收益与预

期收益的偏差，进而导致财务风险。现阶段大型能源

企业面临的主要投资风险表现为盲目地进行跨领域

多元化投资。近年来，面对煤价的不断上涨，处于行

业普遍亏损的电力企业开始投资煤炭。高昂的煤价要

求电厂兼并煤矿时支付大量的资金，这对于亏损的电

力企业来说绝非易事。大量资金的涌入将压缩煤炭行

业的利润空间。目前电力企业投资的许多煤矿由于配

套设施和管理经验的不足等原因，成本要高于专业煤

炭企业，且煤价是有周期性的，一旦煤价降低，投资

将血本无归。盲目投资的风险不言而喻。 

2.3. 资金回收风险 

资金回收一般分为两个过程：成品资金转化为结

算资金的过程、结算资金转化为货币资金的过程[8]。

资金回收风险是指企业在销售实现过程中由于赊销

原因，在成品资金转化为结算资金、结算资金转化为

货币资金时，转化过程中时间和金额的不确定性。应

收账款规模过大会降低企业偿债能力，会使现金流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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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进而导致财务风险。国有大型能源企业面临的资

金回收风险主要表现为能源销售回款难度加大。以煤

炭行业为例，由于煤炭行业资金密集，大部分资金表

现为固定资金；煤炭产品的特殊性，所以煤炭行业普

遍的信用政策较为宽松，从而导致煤炭行业应收账款

数额偏大。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煤炭价格持续

走高，由于大客户回款均采用滚动结算，同样数量的

煤炭形成的应收账款金额要高出很多。正是因为如

此，煤炭企业资金管理十分困难，资金回收风险偏大。 

3. 国有大型能源企业财务风险内部控制 
的问题 

3.1. 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 

大型能源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1) 企业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大多数是党政干部出

身，经济管理水平有限，专业分布不合理。由于大型

能源企业的国有性质，其董事会重要成员由国资委委

派，独立董事人数非常有限。在工作设置方面，独立

董事主要负责为企业出谋划策和参与薪酬制度等相

对边缘内容的决策[9]。独立董事不在企业任职，信息

不对称严重，加上企业内没有专门的机构为其提供信

息，他们一般通过公司管理层和中介机构的信息进行

判断，很难了解企业真实情况，更谈不上风险的评估

和监督。下表 2 为大型能源企业监事会规模及成员来

源统计。 

2) 监事会的规模较小，内部代表比例较大，限制

其监督功能的发挥，不能有效保障各方面利益。此外，

监事会在财政和人事上不独立于董事会。监事会的经

费由财务部统一拨发，监事会人员归置在人事部进行

管理，这样做的目的是方便企业进行管理，但会使监

事会成员受到资金和人事的压力，限制其职能发挥。 
 

Table 2. Scale of board of supervisors of large energy enterprise 
表 2. 大型能源企业监事会规模及成员来源统计表 

项目 组成 

监事会规模 4~6 人 

党组干部比例 35.2 

公会代表比例 25.5 

职工代表比例 18.4 

内部代表比例 74.3 

公东代表比例 12.8 

3.2. 投融资风险评估与监督机制缺失 

国有大型能源企业在投融资方面虽建立了项目

预审制度、交叉稽核制度等，但投融资风险的评估与

监督机制严重缺失。究其原因是大型能源企业的国有

性质导致其管理风格趋于行政行为，缺乏风险意识。

在投融资项目执行过程中，没有执行情况进行跟踪了

解，没有实施必要的监控程序，没有定期对投融资的

事后风险进行评估，不能动态地对投融资行为引起的

财务风险进行预测、监控、分析和评估，对财务风险

缺乏警惕性，对财务风险的预测缺乏前瞻性。 

3.3. 内部审计流于形式 

能源企业是典型的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划分十

分明确，领导的长官意识强，在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

上存在着很多漏洞。企业内部没有设置专门的内审机

构，多数企业仅在财务部门设立了一两名兼职审核人

员，审核人员不具有起码的独立性，由于地位较低，

受到来自其他部门管理层的影响较大，致使审核人员

在发表意见过程中受到障碍。此外，这些企业的内部

审计人员大多数是半路出家，由会计、财务岗位调转

而来，不具有专业的审计知识，对内审工作的性质和

认识不足，也限制了内部审计发挥监督控制的作用。

内部审计在组织结构、人员素质、工作设置中存在的

问题，限制其监督职能的发挥。 

4. 完善国有大型能源企业财务风险内部 
控制的建议 

针对我国大型能源企业在财务风险内部控制体

系中的不足，本文建议通过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完善

投融资风险评估监督控制、健全内部审计机制三方

面，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强化其对财务风险的控制

作用。 

4.1. 完善企业治理结构 

4.1.1. 积极推行独立董事制度 

优化董事会成员构成应从独立董事制度入手。首

先，要大举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和地位，在企业内部

设立专门机构为独立董事提供公司真实经营信息方

面的支持，以便于他们根据公司具体情况发表意见。

其次，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在企业章程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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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的权利和责任，使其能在重大投资、关联交

易、担保事项、利润分配等方面发表意见。此外，为

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还可以考虑由中小

股东来担任。 

4.1.2. 健全监事会组织机构 

完善监事会应从确保其独立性入手，为了使监事

会真正地发挥作用，必须从财政上和人事上解决监事

会的独立问题。在财政上，监事会的预算应在公司章

程中规定，并在银行设立独立账户，不需要向董事会

或经理层索要；在人事上，监事会的人员不归人事部

管理，而是由监事会自己聘任，这样可避免监事会由

于经费和人事的原因影响其履行监督权。同时，要扩

大监事会规模，优化监事会人员结构，增加职工代表、

工会代表、股东代表的比例。 

4.2. 完善投融资风险评估监督机制 

4.2.1. 建立投融资风险管理制度 

基础环境是内部控制有效执行的前提。国有大型

能源企业的风险未能摆脱计划体制的长期影响，在投

融资方面风险意识淡薄，风险管理制度缺失。企业普

遍存在重经营、轻管理，主要围绕项目安全生产、能

源营销展开工作。针对此问题，本文建议建立投融资

风险管理制度，构建风险控制文化。按内部控制的要

求，建立健全投融资风险评估与监督，规避投融资风

险。 

4.2.2. 健全投融资风险实时评估流程 

要健全投融资风险实时评估流程，在投融资项目

审批后，对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情况进行关注。针对

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企业除了严格执行现有的评

估流程外，还应该做到：深入实际搜集相关的资料，

掌握投融资项目执行的准确信息，与投融资项目投资

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对比，找出重点差异，

并重点对差异较大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分析出现的

原因，制定具体措施。避免小误差铸成大错误，将投

融资引发的财务风险控制于无形。企业有关管理人员

还应该随时、随地、随机地对投融资项目各个时点上

的预期收益和实际效益进行比较，分析产生偏差的原

因，找到今后工作的重点，同时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

评估监督人员还可以将预期投资方案中的某些预期

相关因素指标与实际得出的相关因素指标进行对比，

计算出这些指标的偏离程度，找出偏离原因，以至于

能够及时有效地对投融资项目进行评估与监督。 

4.3. 健全内部审计机制 

4.3.1. 健全机构的设置，强化内部审计独立性 

内部审计机构设置如何，直接影响到内部审计工

作的独立性，关系到树立审计监督的权威性以及加大

审计监督的力度。一般来讲，内部审计所负责的层次

越高。在组织中的地位越高。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性

越强，越能够发挥较大的作用。考虑到大型能源企业

的国有属性和特殊的机构设置，建议将纪检部门和内

部审计部门联合，并直接置于总经理的管理之下，使

信息沟通无障碍，保证内部审计的地位，增强内部审

计的独立性。 

4.3.2. 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在开展内部审计工作时，审计人员应熟练掌握审

计标准、程序和技术。大型能源企业应当重视对内审

人员的专业能力培训，利用企业的优势为员工提供锻

炼学习的平台，提高其审计能力。通过学习与工作的

有机结合，提高技术的实际应用能力，使内部审计人

员在充分掌握组织专业所必须具有的知识和技术的

同时，也能够精通内部审计标准、程序和技术运用。

提高内审人员对内部审计的认识，增强对内审的重视

程度同时强化自我责任感，提高其职业素养。 

5. 结论 

如何运用内部控制预防和降低财务风险是一个

重要的课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财务风险内部控制

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工作。国有大型能源企业在财

务风险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不足，基于此

本文提出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完善投融资风险评估与

监督、健全内部审计等相关建议。 

财务风险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不是一蹴

而就的，它需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配合和长期实

践，需要学术界提供更多的关注研究与理论支撑，也

需要宏观环境提供更好的实施平台，这是一个不断实

施、论证、完善、再实施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财务风险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不

断持续的过程。由于企业内部控制的复杂性，也由于

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只针对国有大型能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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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务中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善措施，没有从宏观

上对如何运用有效的、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系列性

控制建议没有进行探讨，这是本文的不足之处。 

我国企业财务风险内部控制制度才刚刚建立，体

系还没有健全。合理有效的财务风险内部控制制度的

建立、健全、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我国企业应进

一步关注其发展，合理借鉴国外成功企业的优秀经

验，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建立健全适合自身发

展的、符合国情的财务风险内部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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