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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与沟通。这个要素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内

部控制的神经系统，它要求企业及时、准确地收集、传递与

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确保信息在企业内部、企业与外部之

间进行有效沟通。从现有的报道看，早在2008年 3月三鹿集

团就已经接到消费者的投诉，6月份反映的人越来越多，但

直到2008年8月2日，三鹿集团才将相关信息上报给石家庄

市政府。这中间已存在信息与沟通不及时、不全面的问题。

而根据《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地

方人民政府和食品安全综合监管部门接到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报告后，应当立即向上级人民政府和上级食品安全综合

监管部门报告，并在 2小时内报告至省（区、市）人民政府，

也可以直接向国务院和食品药品监管局及相关部门报告。

上述规定事实上是对信息沟通的及时性做出了明确的要求，

但实际情况是，石家庄市政府直到 9月 8日才将有关情况的

书面报告提交给河北省政府。这种信息与沟通的延迟在一

定程度上加大了毒奶粉的危害后果。

5. 内部监督。该要素要求企业对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现内部控制

缺陷，应当及时加以改进。内部监督分为日常监督和专项

监督。作为中国食品工业百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三鹿对内部监督不能说不重视，因为其产品是经过 

“1 100道检测”的。而对于为何没有检测出三聚氰胺，专家

给出的解释是在现有的检测指标中主要是通过检测氮元素

来确定奶粉的蛋白质含量，没有针对三聚氰胺的专门检测。

而三聚氰胺这种化工原料的含氮量高达66%，不法分子正是

通过增加牛奶中的氮元素含量来达到通过检测的目的。这

表明企业的监控活动中，除了日常的监控活动外，还应该有

一些专项的、非常规的监控活动，从而达到发现控制缺陷的

目的。除了三鹿产品，还有其他被发现存在问题的古城、圣

元、伊利奶粉等都被授予“免检产品”称号，这意味着上述

产品在获取了免检证书后可以在有效期内不受各地质检部

门的监督检查，这显然也不符合内部控制的持续监控原则。

从三鹿奶粉事件的表面看，主要的风险因素来自原料

采购控制环节，但从事件的产生、发展来分析，则无疑牵涉

到监管环境、行业特征、内部控制等多个层面。从内部控制

的设计看，我们对食品原料的采购验收环节存在缺陷，指标

设计不全面；从内部控制的执行看，我们对风险事项的识

别和评估还缺乏科学合理的方法论指导，对信息与沟通的

及时性、有效性认识不足，在内部环境的建设尤其是培育积

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方面还应付出更多努力。

二、延伸思考

三鹿奶粉事件绝非个案。早年喂食垃圾的“垃圾猪肉”、

喂食含瘦肉精的“问题猪肉”以及查出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环丙沙星、氯霉素、红霉素等多种禁用鱼药残留的“多宝鱼”

事件，都曾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这些事件或多或少都与

经济利益相关，一些不法商贩为个人私利而将法律法规、社

会责任、社会公德等抛诸脑后，而对此类问题绝非查处个别

责任人或出台某项制度就可解决的，显然需要道德、法律和

制度层面的整合措施。

在财政部牵头下，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已

于 2008年 6月 28日颁布，并将于 2009年 7月 1日起在上市

公司范围内实施（鼓励非上市的大中型企业执行），相关的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应用指引的征求意见也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事实上早在 2006年，上交所、深交所就先后颁

布了各自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国资委也在 2006年

颁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这对降低企业实现

目标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经营的效率效果等发挥着积

极的作用。从 2007年沪深股市上市公司公布的年报看，绝

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遵循证券监管部门的通知要求，在年

报中公布了内部控制建设的相关信息，部分公司还披露了

董事会 /管理层的内控自我评估报告和审计师的核实评价

意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内部控制的实施远比想象中的复

杂和困难。如何将内部控制的要素、理念、框架、结构与企

业的实际经营活动结合起来，将内控的设计、评价、改进真

正落实，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内部环境的培

育问题、内部控制实施的内在动力问题更非短期可见效的

活动。作为企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内部控制不应是空中

楼阁，它应该深植于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之中。对于企业而

言，如何从此次事件中汲取教训，更好地结合内部控制规范

的贯彻实施来提高企业的风险应对能力和战略目标，是我

们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财务与会计》综合版2009.02）

少数股东权益： 
大型集团慎用的双刃剑

—基于4家大型中央企业的报表分析

从 2008年起，我国非上市大型央企也开始实施新会计

准则，和 2007年上市公司实施新会计准则一样，集团合并

报表的编制从母体观转向了实体观，即合并报表侧重于从

全体股东的观点来编制 ， 以全面反映包括母公司和子公司少

数股东在内的整个集团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众所周知，非上市大型央企的财务报告一般不对外披露，但

由于 2008年股市融资的冷落与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劵的火

热，使大家能在我国权威的债券网上看到一批已经审计的

央企财务报告，这为全社会从财务上透视带有神秘色彩的

非上市大型央企提供了便利。

笔者在此以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润总公司的合并报表数据为例，

分析探讨“少数股东权（损）益”科目彰显的大型央企集团

内部股权结构、财务与资源配置上的杠杆效应，及其收益

分配与管控能力上的得与失，以期使全社会更加关注合并

报表在企业决策与集团管控“差异性”和“相关性”中的作

用。

表 1是从招商局、中粮、大唐、华润披露的合并报表中

摘录的有关财务数据。

以表 1的财务数据为基础，分析“少数股东权（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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