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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5年12月证监会、银监会下发的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解除了《关

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公司

字［2000］61号）中关于“禁止上市公司为大股东提供担保

的行为”的限制性规定，也解除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

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发［2003］56号）中“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得超

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50%；上市公

司不得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

提供债务担保”的限制性规定。由此为上市公司的担保大

开了方便之门：2011年共 840家上市公司披露担保事项，

合计提供担保 8 978.8 亿元，这些上市公司合计净资产

26 088.9亿元，担保额占比34%，比2010年809家上市公司

披露的7061.8亿元担保金额增长27%。

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在严厉的房地产调

控政策之下，一些上市公司因地产业务需要输血而进行

了巨额担保，在这种压力下不断有违规担保浮出水面。在

A股上市公司中，担保额占净资产之比超过 100%的公司

有42家，深国商担保额竟达到净资产的39倍，成为A股担

保之最，其本身的资产负债率也高达 132.59%；ST海龙也

因违规对外担保 5.23亿元在 2011年 9月 5日被实行其他

特别处理而带上 ST“帽子”，也就在因违规担保“带帽”的

2011年9月份，ST海龙同时公布两笔涉及金额3 200万元

的违规担保。

我国企业的融资担保行为是企业管理层为了解决资

金短缺问题的常用手段。宏观经济政策的压力和担保政

策松动出现的机会，给企业管理层的担保融资行为提供

了动机和可能。而无效的内部控制或管理层凌驾于内部

控制之上会使得企业担保行为失控，从而引发企业财务

危机甚至系统性风险。因此，对企业担保风险进行实时监

控、建立内部控制风险预警机制对企业管理层和监管机

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外担保内部控制风险预警是企

业对对外担保事项的内部控制系统可能存在的漏洞和控

制风险进行预测和报警，通过预警信号发现担保内部控

制缺陷，从而有效防范控制风险。

二、对外担保内部控制风险预警指标设计

对外担保业务的实施通常是为了管理层战略意图的

实施和经营目标实现的需要，会受到管理层主观意志与

公司整体经营需要的影响，因此，对外担保内部控制风险

预警机制的设计，除了考虑业务流程层面的风险预警之

外还应考虑企业层面的风险预警。

（一）企业层面的控制风险预警指标

企业层面的风险预警内容主要涉及控制环境风险、

管理层凌驾于担保业务内部控制的风险、企业层面的风

险评估、信息传递与沟通、对控制的监控等方面。①控制

环境风险主要包括管理层的经营理念与经营风格、诚信

道德价值观与职业操守、治理层对担保业务的参与度。②管

理层凌驾于担保业务内部控制的风险主要体现在担保业

务是否重大、是否是关联方担保、管理层的动机与压力。

③企业层面的风险评估过程主要是企业是否开展担保业

务内部控制的风险评估。④信息传递与沟通主要是在公

司层面是否存在有关担保业务信息的识别、保存、传递与

披露的政策与程序。⑤监控主要是在企业层面独立董事、

内部审计部门与人员、审计委员会以及治理层是否对担保

业务的运行进行持续的监督和管理。

我们应根据企业层面对外担保内部控制风险的程度

设定单项预警指标及相应的风险等级，具体如表1所示：

企业对外担保内部控制风险预警模型研究

【摘要】管理层违规担保为上市公司融资可能会导致企业财务危机和系统风险，因此建立担保内部控制风险预警

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设置担保内部控制风险预警指标的基础上，从单项指标和企业整体层面构建了对外担保

内部控制风险预警评价模型，为管理层和监管机构提供对外担保内部控制风险信息，以降低控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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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层面的内部控制风险预警指标

对外担保业务层面的内部控制风险预警评估指标的设置

应结合对外担保业务自身的风险暴露程度，同时考虑被担保

企业的风险暴露程度对担保业务内部控制风险的影响。也就

是说，在业务层面设置对外担保业务的内部控制风险预警评

估指标时，主要应从担保业务本身的风险暴露和被担保企业

的风险暴露两方面入手。具体内容如表2所示。

就担保业务自身而言，可能暴露的风险主要有：

担保数量超出被担保企业的承受能力所产生的风险、

担保期限长或未能按期解除担保责任的逾期风险，以

及是否涉及法律诉讼等担保质量风险。

对外担保内部控制风险预警可以对单项担保业

务进行控制风险预警，也可以在特定时点，比如年度

截止日，对所有的担保事项进行控制风险预警。

如表 2中的担保控制预警指标的设置是基于对

年度截止日的考虑而设置的。对单项担保业务进行控

制风险预警时，应根据预警对象设置相应的预警评价

指标。在单项担保业务中，有关的风险预警评估指标

方
案
层

控制
环境
风险

管理
层凌
驾于
担保
业务
内部
控制
的风
险

风险
评估
与应
对

信息
传递
与沟
通

控制
有效
性的
监督

指 标 层

管理层经营理念与经营风格

诚信道德价值观与职业操守

治理层对担保业务的参与度

担保
业务
是否
重大

是否
是关
联方
担保

管理
层的
动机
与压
力

风险
评估

风险
应对

公司信息识别政策程序

公司信息保存政策程序

公司信息传递政策程序

公司信息披露政策程序

独立董事对担保控制的监督

内部审计对担保控制的监督

审计委员会对担保控制的监督

治理层对担保控制的监督

担保额占担保企业净资
产比重

超过担保企业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

被担保企业资产负债率

单笔担保额占担保企业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比重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
担保

关联方担保占担保总额
比重

关联方互保：互保金额占
担保总额比重

关联方连环：担保金额占
担保总额比重

关联方担保占担保总额
比重

融资环境

销售净利率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评估活动频率

评估活动及时性

是否有风险预警机制

是否有应急处理机制

指标基准值或评价标准

1.保守；2.稳健；3.激进

1.好；2.一般；3.差

1.经常关注；2.偶尔过问；
3.从不关注

1.小于 50%；2.大于 50%小于 100%；
3.大于100%

1. 30%；2. 30%～50%；
3. 50%以上

1. 70%以下；2. 70% ～100%；
3.超过100%

1. 10%以下；2. 10%～20%；
3.超过20%

1.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
保；2.为非控股股东、非实际控制人
提供担保；3.为其他股东提供担保

1. 30%以下；2. 30%～70%；
3. 70%以上

1. 50%以下；2. 50%～100%；
3. 100%以上

1.银根紧缩；2.一般；3.银根宽松

1.小于0；
2.大于0小于行业平均水平；
3. 大于行业平均水平

1.从未评估；2.偶尔；3.日常与定期

1.不及时；2.一般；3.及时

1.无；2.有但不常用；3.有且常用

1.无；2.有但不及时；3有且及时

1.无；2.有但不透明；3有且透明

1.无；2.有但形式化；3.有且有效

担保控制风
险预警等级

黄色 橙色 红色

预警
评分

表 1 企业层面的风险预警指标

方
案
层

担
保
业
务
自
身
的
风
险
暴
露
程
度

被
担
保
企
业
的
风
险
暴
露

指 标 层

担保数量风险

担保时间风险

担保质量风险

企业资产负债
率

销售净利率

盈余现金保障
倍数

现金流动负债
比率

未抵押资产占
净资产比率

指标基准值或评价标准

担保额占被担保企业净资产比
重：1.小于 10%；2.大于 10%小于
30%；3.大于30%

单笔担保额占被担保企业净资
产比重：1.小于 10%；2.大于 10%
小于30%；3.大于30%

担保期限：1. 两年以上；2. 1～2
年；3. 小于1年

是否逾期：1.是，逾期一年以上；
2. 是，逾期六个月；3.否；

是否涉诉：1.是，涉诉担保额占
担保额的 20%以上；2. 是，涉诉
担保额占担保额的5%以内；3.否

是否承担连带担保责任：1.是，
连带责任担保额占担保额 20%
以上；2. 是，连带责任担保额占
担保额5%以内；3.否

是否连环担保：1.是，连环担保
额占担保额 20%以上；2. 是，连
环担保额占担保额5%以内；3.否

是否互保：1.是，互保担保额占
担保额 20%以上；2. 是，互保担
保额占担保额5%以内；3.否

是否抵押担保：1.是，抵押担保
额占担保额 20%以上且为关键
资产；2. 是，抵押担保额占担保
额5%以内且为非关键资产；3.否

是否质押担保：1.是，质押担保
额占担保额 20%以上且为关键
资产；2. 是，质押担保额占担保
额5%以内且为非关键资产；3.否

1. 50%以下；2. 50%～100%；
3. 100%以上

1.小于0；2.大于0小于行业平均
水平；3. 大于行业平均水平

1.< 50% ；2.大于 50%小于 80%；
3.大于80%

担保控制风
险预警等级

黄色 橙色 红色

预警
评分

表 2 业务层面的风险预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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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应该是截止该业务的累计额，如担保额占被担保企

业净资产比重，担保额是截止到本次担保业务发生累计

的担保额，如果是在年度截止日进行的控制风险预警，担

保额应该是全年的担保项目余额。在日常性的单项担保

业务控制风险预警中，企业层面的控制风险预警定性指

标可一次评估、多次使用，也就是说不需要在每一次单项

担保业务风险预警时都进行，对定量化的评价指标要根

据实际情况按照上述原则进行判定。

三、对外担保内部控制风险预警级别界定

担保内部控制预警指标设置后，企业可以根据自身

的情况，设置各项预警指标的评估基准值或评价标准，将

本企业对外担保内部控制运行中的各项预警指标的实际

评估值与评估基准值或评价标准进行对比，并按照风险

暴露程度确定各个单项预警指标的控制风险预警等级分

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根据预警的级别在各

个单项指标层面分别采取相应控制补救措施或危机应对

措施。

除了单项指标的风险预警级别界定外，企业在某一

截止日亦可对本年度的全部担保业务进行总体风险预

警，评定该截止日所有担保业务的整体控制风险预警等

级。针对整体控制风险预警，可行的做法是在单项指标预

警的基础上，根据各个单项预警指标的预警等级，请专家

对各个指标进行风险预警打分，确定各个指标的风险预

警评分值，然后确定各个层次评估指标的权重，计算风险

预警的综合得分，并根据综合得分划分风险预警等级。

在确定各个层次评估指标权重时，通常可以按照

AHP层次分析的方法。层次分析法基本原理是将要评价

系统的各种要素分解成若干层次，并以同一层次的各种

要素按照上一层要素为准则，进行两两判断比较并计算

出各要素的权重。

（一）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将内部控制风险预警评价作为目标层，将企业层面

和业务流程层面的风险预警评估作为准则层。

企业层面的风险预警W1进一步分解为控制环境风

险（W1
1）、管理层凌驾于担保业务内部控制的风险

（W1
2）、风险评估与应对（W1

3）、信息传递与沟通（W1
4）

和控制有效性的监督（W1
5）五个要素，形成担保业务内

部控制风险预警评估的方案层，再将方案层进一步分

解得到各个要素的评价指标，形成担保业务内部控制

风险预警评估的指标层（Wi
ij）。

业务流程层面的风险预警（W2）可以从担保业务自身

的风险暴露程度（W2
1）和被担保企业的风险暴露（W2

2）两

个方面来衡量，相应分解为两个要素，形成担保业务内部

控制风险预警评估的方案层，同企业层面的风险预警一

样，再将方案层进一步分解得到各个要素的评价指标，形

成担保业务内部控制风险预警评估的指标层。

构建担保业务内部控制风险预警评估的层次结构模

型的具体内容如下图所示。

（二）构造判断矩阵并求最大特征根和特征向量，确

定各因素权重

由于层次结构模型确定了上下层元素间的隶属关

系，这样就可针对上一层的准则构造不同层次的两两判

断矩阵。若两两判断矩阵设为（aij）n×n，则有 aij＞0； ，

其中

各层次具体判断矩阵构造方法以企业层面的风险预

警要素控制环境风险（W1
1）为例，在控制环境风险（W1

1）

目标层 准则层 方案层 指标层

企
业
对
外
担
保
风
险
预
警U

企
业
层
面
的
风
险
预
警W

1

管理层经营理念与经营风格W1
11

管理层凌
驾于担保
业务内部
控制的风
险W1

2

诚信道德价值观与职业操守W1
12

治理层对担保业务的参与度W1
13

担保业务是否重大W1
21

是否是关联方担保W1
22

管理层的动机与压力W1
23

评估活动频率W1
31

评估活动及时性W1
32

是否有风险预警机制W1
33

是否有应急处理机制W1
34

公司信息识别政策程序W1
41

公司信息保存政策程序W1
42

公司信息传递政策程序W1
43

公司信息披露政策程序W1
44

公司信息识别政策程序W1
51

公司信息保存政策程序W1
52

公司信息传递政策程序W1
53

公司信息披露政策程序W1
54

担保数量风险W2
11

担保时间风险W2
12

担保质量风险W2
13

企业资产负债率W2
21

销售净利率W2
22

盈余现金保障倍数W2
23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W2
24

未抵押资产占资产比率W2
25

控制环境
风险W1

1

风险评估
与应对
W1

3

信息传递
与沟通
W1

4

控制有效
性的监督
W1

5

担保业务
自身的风
险暴露程
度W2

1

被担保企
业的风险
暴露W2

2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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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业务内部控制风险预警评估层次结构模型

aij=1，2，…，n。

aij =
1
a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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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两比较构成担保业务控制环境因素的重要性，构

造该层次的判断矩阵。

利用 1 ~ 9标度对重要性判断结果进行量化，详见表

3。构造判断矩阵是用各因素两两比值作为矩阵中元素。

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和特征向量采用几何平均近

似法计算。

首先计算矩阵各行各元素乘积：

mi =∏
i = 1

n

aij i=1，2，…，n （1）

（2）
对向量 ω̄ =(ω̄1，ω̄2,…,ω̄n)T 进行规范化：

得到 ，为所求特征向量近似值，即

各因素权重。

然后计算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其

中 为向量 的第 i个元素。

最后，计算判断矩阵一致性指标，并检验其一致性。

定义 ，当CI=0时完全一致，CI愈大，矩阵的

一致性愈差。

按照上述原理，依次确定各个层次上每个因素的权

重。在确定各层次权重后，逐级将单项指标的风险预警评

分值与相应层次评估指标的权重进行加权平均，最终计

算出风险预警的综合得分，并根据综合得分确定相应的

总体担保业务的风险预警等级，如 60～75分以下为黄色

预警，75～85分以下为橙色预警，85分以上为红色预警。

四、对外担保内部控制风险预警结果利用

对于总体担保业务风险预警得分低于60分的风险预

警等级可视为无风险警示，这表明企业对对外担保业务

监测的各项指标均在安全区域内，对外担保业务的各项

控制措施能够有效控制担保业务，企业处于正常的安全

运营状态之中，企业应继续保持对外担保业务的控制与

跟踪，以在企业层面和担保业务流程层面及时掌握担保

业务的运营信息，实施对对外担保业务的有效控制。

对于总体担保业务风险预警得分处于60～75分的黄

色预警风险等级，可视为轻度风险警示，这表明对外担保

业务的某些控制环节存在控制风险，该部分控制对应的

指标已经超出了安全区域，应引起营运管理层的足够重

视。企业应根据总体风险预警情况追踪单项风险预警指

标的风险评级，对单项风险预警指标中存在高等级风险

预警级别的控制进行测试，以确定其是否处于控制失效

状态，并采取有效的补救措施，同时告知营运管理层企业

对外担保内部控制存在的薄弱环节，要求其加大对外担

保内部控制的跟踪力度，调整与改进存在薄弱环节的担

保业务运作方式，及时掌握企业的调整与改进情况。

对于总体担保业务风险预警得分处于75～85分的橙

色预警风险等级，可视为中度风险警示，这表明对外担保

业务的内部控制存在多处控制风险，有超过两个地方的

担保控制对应的指标超出了安全区域，应引起营运管理

层和高级管理层的重视。企业的营运管理层应根据总体

风险预警情况追踪单项风险预警指标的风险评级，对单

项风险预警指标中存在高等级风险预警级别的控制进行

测试，以确定其是否处于控制失效状态，并采取有效的补

救措施，同时将补救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向高级管理层

报告，企业的高级管理层应监督补救措施的落实情况，评

估营运管理层补救措施的适当性、及时性与有效性，并评

估这些控制漏洞对控制整体有效性的影响。

对于总体担保业务风险预警得分处于85分以上的红

色预警风险等级，可视为重度风险警示，这表明对外担保

业务的内部控制处于失控状态，对外担保业务风险发生

已成定局。担保业务风险预警监测部门应及时将风险预

警检测结果向治理层报告，要求管理层启动危机处理机

制，化解担保内部控制整体失效可能产生的企业风险。

【注】本文系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082300460060）和河南省 2013 年度会计领域

软科学课题“河南省国有企业内部控制实施情况的调查”

（项目编号：2013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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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度

1

3

5

定 义

i因素与 j因素相同重要

i因素与 j因素略重要

i因素与 j因素较重要

标度

7

9

2，4，6，8

定 义

i因素与 j因素非常重要

i因素与 j因素绝对重要

为以上两判断之间的中
间状态对应的标度值

表 3 相对重要性标度

ω∧ = ω̄i

∑
j=1

n ω̄j
j=1，2，…，n （3）

ω̄= mi
n

ω∧ =(ω∧ 1, ω∧ 2,…,ω∧ n)T

λmax = 1
n∑i = 1

n (Aω∧ )iω i

Aω∧

CI= λmax - n
n- 1

阶数

CI

1

0

2

0

3

0.58

4

0.90

5

1.12

6

1.24

7

1.32

8

1.41

9

1.45

表 4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Aω∧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