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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题一（本题15分）

【分析提示】

1.第（1）项内容不存在不当之处。

2.第（2）项内容存在不当之处。

不当之处：经理层确定公司最大风险承受度的表述不

当。

理由：董事会确定公司最大风险承受度。

3.第（3）项内容存在不当之处。

不当之处一：配套指引未涵盖的业务领域不纳入公司

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范围的表述不当。

理由：不符合全面性原则的要求。

不当之处二：识别和分析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各种内部

风险的表述不当。

理由：公司不仅要识别内部风险，还要识别与控制目

标相关的各类外部风险。

4.第（4）项内容存在不当之处。

不当之处一：重大研发项目由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后实施的表述不当。

理由 ：重大研发项目应当报经董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

集体审议决策。

不当之处二：指定一人对办理资金业务的相关印章和

票据进行集中管理的表述不当。

理由：严禁将资金业务的相关印章和票据集中一人保

管。

5.第（5）项内容存在不当之处。

不当之处：内部控制评价方案报经理层批准后执行的

表述不当。

理由：内部控制评价方案报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6.第（6）项内容存在不当之处。

不当之处：委托A会计师事务所的咨询部门和审计部

门分别为公司提供内部控制咨询服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的表述不当。

理由：无法保证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独立性。

案例分析题二（本题15分）

【分析提示】

1.市场部经理的观点存在不当之处。

理由 ：从集团融入资金用于项目公司的项目开发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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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内部融资战略。公司财务中的内部融资战略是指公司通

过利润分配政策，使用内部留存利润进行再投资。

2.项目公司拟引入的外部合格投资者应具备的基本特

征：

①资源互补；②长期合作；③可持续增长和长期回报。

3.市净率=每股市价 /每股净资产=4.2/（20÷4）=0.84。
配股除权价格=（4×4.2+3.8×1）/（4+1）=4.12（元 /股）。

4.担保控制措施有：建立以公司为权力主体的担保审

批制度；明确界定担保对象；建立反担保制度。

案例分析题三（本题10分）

【分析提示】

1.①营业收入预算执行率：200÷500=40% 
②营业成本预算执行率：140÷200=70% 
③利润总额预算执行率：30÷100=30%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预算执行率

较低，营业成本预算执行率较高；

应采取的措施 ：甲集团公司应进一步增加销售收入，

加强成本管理，提高盈利能力。

2.集团公司预算调整应坚持的原则：

①预算调整必须基于“客观”因素发生“重大”变化；

②预算调整必须有利于集团公司战略的实现；

③按规定程序进行调整；

④调整频率、调整范围（局部或整体）要适当。

3.X药品的单位目标成本=8.8÷（1+10%）=8 （万元 /吨 ） ；
X药品的单位成本降低目标=9- 8=1（万元 /吨 ） 。
4.B事业部拟投资项目的预计剩余收益=3 500- 40 000

×10%= -500（万元）；该投资项目财务不可行。

案例分析题四（本题10分）

【分析提示】

1.预计并购收益=75-（50+18）=7（亿元）

2.每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比率=100/16=6.25
每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价值=6.25×18=112.5（元）

3.甲公司2013年对乙公司主要进行了人力资源整合、

管理整合和财务整合。

4.甲公司应选择的外部融资方式是并购贷款。

理由：采用采购贷款方式既不稀释股东股权比例且融

资完成时间短，从而符合董事会的要求；同时，甲公司因并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附录    639

购贷款额度6亿元未超过并购对价的50%，且能提供足额担

保，从而符合银行要求并且具备采用该方式的财务能力。

案例分析题五（本题10分）

【分析提示】

1.事项（1）的处理不正确。

理由：财政部门批复前的资产损失，单位不得自行进

行账务处理。

2.事项（2）的观点不正确。

理由：废标后，在采购活动开始前获得中央政府采购

监督部门或者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可以采取其他方式采购。

3.事项（3）的观点不正确。

理由：中央部门的项目支出结余资金必须在年度预算

执行结束、结余资金已实际形成后，才可在编制以后年度预

算时统筹使用。

4.事项（4）的处理不正确。

理由：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不需确认事业支出和其他

收入。

5.事项（5）的观点正确。

案例分析题六（本题10分）

【分析提示】

1.

①资料（1）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应将当年应收的现金股利作为投资收益处理，

不应计入所有者权益。

②资料（2）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对于附追索权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转出方仍

保留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不应当

终止确认所持该金融资产。

③资料（3）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其他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不能重分类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④资料（4）的会计处理不正确。

理由：该长期应收款项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应按取得

长期应收款项时的实际利率5%折现确定。

2.甲公司采用的套期保值方式不恰当。

理由：卖出套期保值是为了回避价格下跌的风险，买

入套期保值是为了回避价格上涨的风险。

案例分析题七（本题10分）

【分析提示】

1.资料（1）存在不当之处。

理由：甲公司是国有控股境内上市公司，根据有关规

定，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外部董事（含独立董事）

应占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该外部董事不包括来自控股股

东单位的董事。甲公司实际外部董事5人，不符合股权激励

的条件。

2.资料（2）存在不当之处。

理由：上市公司可以回购不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5%用于奖励公司员工。

3.资料（3）无不当之处。

4.资料（4）存在不当之处。

理由：股票期权授予价格不应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一个交易日的公司标的股票

收盘价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布前30个交易日内的公

司标的股票平均收盘价。

5.资料（5）存在不当之处。

理由：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应以可行权

股票期权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股票期权在授予日

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

费用，同时计入资本公积。

案例分析题八（本题20分。本题为选答题，在案

例分析题八、案例分析题九中应选一题作答）

【分析提示】

1.

（1）

①不正确。

理由：A公司对A1公司不能实施控制。因为X公司和

Y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X公司、Y公司联合起来就可以阻

止A公司主导A1公司的相关活动。

②不正确。

理由：A公司对A1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应采用权益法

核算。因为A公司对A1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2）

①正确。

②不正确。

理由：B公司对B2、B3子公司的投资应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不应采用权益法核算。

（3）

①正确。

②正确。

2.E1公司在编制合并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将E2

公司合并前实现的留存收益中归属于E1公司的部分，自

E1公司的资本公积转入合并留存收益的金额为：2 000+
（20 000×90% - 15 000）=5 000（万元）

3.购买日F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应确认的商誉金额

为：4 000- 2 700=1 300（万元） 
4.H公司应抵销的应收账款：117- 10=107（万元）

应抵销的应付账款：117万元

应抵销的营业利润：100- 70- 10=20（万元）

应调整的递延所得税资产：20×15%=3（万元）

案例分析题九（本题20分。本题为选答题，在案

例分析题八、案例分析题九中应选一题作答）

【分析提示】

1.事项（1）的处理建议不正确。

理由：项目资金应专款专用，基本支出不应在项目支

出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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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项（2）的处理建议不正确。

理由：基本支出预算执行中发生的非财政补助收入超

收部分，原则上不安排当年的基本支出，可报财政部门批准

后安排项目支出或结转下年使用。

3.事项（3）的处理建议不正确。

理由：甲单位应按项目实际执行情况付款，不得虚列

支出。

4.事项（4）的处理建议正确。

5.事项（5）的处理建议正确。

6.事项（6）的处理建议不正确。

理由：对外投资应当由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后，

按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报批手续。

7.事项（7）的处理建议不正确。

理由：添购金额超过原合同金额10%，不符合单一来

源采购条件。

8.事项（8）的处理建议不正确。

正确处理：增加财政补助结转（基本支出结转）5万元。

9.事项（9）的处理建议不正确。

正确处理 ：增加存货100万元、应缴税费17万元，减少

银行存款117万元。

10.事项（10）的处理建议不正确。

正确处理：增加在建工程和非流动资产基金（在建工程）

各200万元。减少非流动资产基金（固定资产）200万元、冲

减累计折旧1 400万元，减少固定资产1 600万元。

（ 财政部会计司供稿 ）

调  研  报  告

我国上市公司2013年实施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情况分析报告

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和保监会联合颁

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以及财政部、

证监会发布的《关于2012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

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的要求，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

范体系自2011年1月1日起首先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

施行，2012年实施范围扩大到国有控股主板上市公司，2013

年进一步扩大到一定规模以上非国有控股主板上市公司。

为了全面、深入了解我国上市公司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

体系情况，财政部、证监会联合山东财经大学，跟踪分析了

2013年沪深两市所有公开披露的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年度报告等公开资料，结合我国上市公

司2011年、2012年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情况，以及

财政部和证监会在推动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和日常监管

工作中掌握的有关情况，形成《我国上市公司2013年实施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情况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本报告）。

一、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

体系基本情况

（一）总体披露情况。截至2013年12月31日，沪、深交

易所共有上市公司2 489家，其中，沪市上市公司953家，深

市上市公司1 536家。

2013年，共有2 31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占上市公司总数的92.89%，数量及比例均比2012年有

所提高。其中沪市781家，占沪市上市公司的81.95%，深市

1 531家，占深市上市公司的99.67% ；主板上市公司1 256
家，中小板上市公司701家，创业板上市公司355家。

在2 312家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上市公司中，2 287
家内部控制评价的结论为有效 ；9家公司的财务报告内控

有效，非财务报告内控无效，分别为康达尔（000048）、农

产品（000061）、川化股份（000155）、泸天化（000912）、广

汇能源（600256）、*ST亚星（600319）、金晶科技（600586）、

*ST 三毛（600689）、光大证券（601788）；8家公司的财

务报告内控无效，非财务报告内控有效，分别为科伦药业

（002422）、宏磊股份（002647）、康芝药业（300086）、上海家

化（600315）、五洲交通（600368）、风神股份（600469）、西部

矿业（601168）、*ST锐电（601558）；6家公司的财务报告内

控和非财务报告内控均无效，分别为 ：天津磁卡（600800）、

迪威视讯（300167）、*ST超日（002506）、大有能源（600403）、

键桥通讯（002316）、四海股份（000611）；2家公司未出具

内部控制有效性结论，分别为星美联合（000892）、康得新

（002450）。如表1所示。

在2 312家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上市公司中，428

家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占比18.51%，其中31家披露了内

部控制重大缺陷，37家披露了内部控制重要缺陷，377家披

露了内部控制一般缺陷；1 884家未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占

比81.49%。

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428家上市公司共披露缺陷1 021
项，其中重大缺陷51项，占比5% ；重要缺陷76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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