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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民营企业逐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其中，家族企业在民营企业中

占据了很大的比重。然而，采用集权结构的家族企业弊端也开始显现出来，这其中往往伴随着因为企业

数字化建设缺失而导致的财务造假问题，不但损害了相关人员的权益，也破坏了公平。本文以康美药业

财务造假案为研究对象，旨在分析家族企业数字化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加强数据管理，健全

信息技术治理结构，强化ERP系统应用，提高风险管理等方面来加强家族企业的数字化建设，从而改善

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继而降低企业财务造假风险，这对于提升我国家族企业信誉，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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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rivate enter-
prises. Among them, family businesses account for a large part. However, the disadvantag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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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enterprises with centralized structure also begin to appear, which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financial fraud caused by the lack of digital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s, which not only damage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takeholders, but also disturbs the market. This paper takes the financial 
fraud case of Kangmei Pharmaceutical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iming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ization and internal control of family enterprises, and strengthen the dig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family enterprises by strengthening data management, improv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overnance structure,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ERP system, improving risk man-
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 so as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control environment of enterprises and 
reduce the risk of financial fraud of enterpris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the reputation 
of family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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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中国许多上市公司频繁出现财务造假问题，通过财务造假手段掩盖其财务危机，给舞弊人

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又让投资者蒙受巨大的利益损失，引发金融市场震荡。为了维护市场秩序，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根据我国有关法规，财政部颁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以促进非小企业的上市。由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企事业单位逐步将“内控”纳入到企业管

理的体系之中。2016 年到 2018 年间，康美药业为应对巨额虚增的业务收入，采取财务造假、伪造、变更

大额存单、银行结算单等手段，增加公司的货币资金。在 2018 年的报告中，康美药业已经被立案调查，

不能再蒙混过关。康美药业近日公布《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称因公司对账面资金计算有误，

导致多计 299 亿元的货币资金。鉴于中国的家族企业面临着内部控制环境薄弱的问题，尤其是数字化技

术的应用不足，本文以康美药业为例，拟分析其内部控制环境存在的缺陷及其成因，分析家族企业数字

化与内部控制环境的关系，最后根据问题成因提出相应建议，对于增强内部控制环境的有效性，加强会

计报表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对相关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建立与完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企业数字化方面，国外学者 Nwankpa & Roumani (2016)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

业创新绩效提升，降低组织资源的冗余水平[1]。国内学者柳志南(2024)发现企业数字化可以通过降低信

息不对称性与减少代理问题的发生，从而抑制内部控制缺陷[2]。程莉雅等(2022)认为企业数字化发展主

要是通过改善企业内部环境、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增强企业信息交流与沟通能力，从而提升企业内部控

制质量[3]。郜保萍(2023)经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内部控制有效性，且产品市场竞争大、企业

生命周期处于非成长期时，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更明显[4]。 
针对财务造假和内部控制环境方面，国外学者 Akomea-Frimpong (2020)发现在医药行业中，盗窃药

品、盗窃现金、使用假支票、伪造文件和可疑的会计操作是该行业的一些欺诈案件[5]。Keryn Chalmers 
(2019)发现，内部控制环境的质量可以对财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6]。国内学者麦志安(2021)
认为，我国现今内部控股环境存在弊端，应当针对存货虚报，存贷双高，营业成本和营业收入虚计问题

实施相应对策[7]。梁畅舟(2021)认为，内控问题主要原因包括没有切实有效的反舞弊程序和控制措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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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沟通机制不健全以及审计部门监督职能受到约束[8]。汤卫伟(2021)认为，企业的内部控制环境的建立

受到企业文化、管理层理念、人力资源规章、企业价值观与道德、内部审计与督查等多种因素影响[9]。 

2. 家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内部控制环境的相关理论 

2.1. 家族企业概念与类别 

2.1.1. 家族企业概念 
美国学者克林·盖克尔西指出，一个公司的公司是否属于“家族”，并不在于它的家族成员是否是

一个高级管理者，而是看家庭是否拥有企业所有权，一般是谁持有股票以及持有股票的百分比。克林对

家族企业的定义重点在企业所有权的归属。学者孙治本则恰恰相反。他认为，家族企业的所有权是家族

企业的根本属性，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家族企业的灵魂。 
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家族企业是指公司的资本和股权掌控在某个家族手中，由家族成员担任公

司的主要领导层的企业。 

2.1.2. 家族企业类别 
(1) 纯粹的家族式企业。这样的家族企业，从上到下，从所有者到经理，到雇员，都是一家人。这种

企业是最纯粹的家族式企业。这种家族式企业规模很小而常见，又可以称之为作坊。 
(2) 传统的家族式企业。传统的家族企业，是由家族中的高层掌管，而非核心职位则是由外人来担任。 
(3) 现代的家族式企业。现代的家庭企业是由家族拥有所有权，并把管理权交给有能力的人。这里的

有能力的人员不限内外，因此，无论来自家族内还是家族外，都是能者胜任。 

2.2. 数字化概念与构建目标 

2.2.1. 数字化概念 
企业数字化是指企业通过引入现代数字技术，并将其融入企业的各个环节，推动企业在生产、销售

和管理等流程上的全面创新，从而实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确保企业能够实

现长期价值和短期利润的稳步增长[10]。 

2.2.2. 数字化转型目标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是通过数据驱动，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和数学算法，打通企业生

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加强业务与技术融合，提升数字化运营水平，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管理升级和模式

创新，从而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使用户获得新的价值，最终提升企业的绩效以及获取利益[10]，不断推

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不仅涉及对业务的优化，利用数字化手段提质、降本、增收、提效，加速管

理升级，提升运营水平，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深化企业创新能力，发展新业务模式，开辟新收入来源，同

时注重企业上下游、外部生态的数字协同和价值创造，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2.3. 内部控制环境概念与构成因素 

2.3.1. 内部控制环境概念 
内部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五要素之一。2004 年，COSO 委员会发布的新《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中，

将“控制环境”定义为内部环境，并指出内部环境是其他所有风险管理要素的基础，且影响企业控制活

动的设计和执行[11]。 

2.3.2. 内部控制环境构建层次 
(1) 健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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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要按照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定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程序，明确决策、执行、监督

等方面的职权，形成一套科学、高效的责任划分与制衡机制。公司治理结构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和管理层，认为公司的内部决策程序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公司治理，其主要功能是协调公司内部各产

权主体的经济利益冲突，降低公司的代理费用。 
(2) 内部审计机制 
公司应在董事会领导下成立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对其进行有效的内部控制和

内部控制进行自我评估，并对内部控制进行审核。内部审计的内容包括：财务核算、管理核算、内部控

制稽核。 
(3)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共同的信仰，并由此形成的行为准则

的统称。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一股渗透到企业各个角落的无形力量。它影响着员工的思想、行为，

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企业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时也必然会对公司的内部控制产

生一定的影响。 
(4) 人力资源政策 
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要素，包括雇佣、培训、评价、评估、晋升、奖惩等活动。通过

对员工的诚信、道德和能力的要求，使其成为公司的核心。一套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可以有效地

推动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并确保其执行的质量。 

3. 康美药业内部控制环境中的数字化构建状况 

3.1. 康美药业财务造假事件回顾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由马兴田成立于 1997 年创立，公司位于广东省普宁市。2000 年，开始进行股

份化改组。2000 年，公司改制启动。2016 年到 2018 年，康美制药虚增了 275.15 亿元，占同期公司公布

的营业收入 40%，虚增了 39 亿元，占同期利润 33%。康美公司为弥补虚增的营业收入，采取财务造假、

伪造、伪造大额定期存款或银行对账单，伪造销售回款等手段，虚报货币资金。康美公司在 2016 年度报

告中虚报 225.5 亿元的货币资金；2017 年年报虚增 299.44 亿元；2018 年半年报虚增 361.88 亿元。到了

2018 年年报，已被立案调查的康美药业发布了一份经过更正的财务报表，将 2017 年的大部分财务数据

进行修改，其中数额最大的当属消失的 299 亿元货币资金，以及之前并不存在的 195 亿元存货。2021 年

11 月 12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康美药业证券集体诉讼案已作出一审判决，康美药业因年报虚假陈

述侵权，需赔偿证券投资者损失 24.59 亿元。同时，马兴田及 5 名直接责任人、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及

直接负责人承担 100%连带赔偿责任，13 名相关责任人按过错程度承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12]。 

3.2. 内部控制环境中的数字化建设现状 

康美药业的数字化建设存在较大漏洞。从目前得知的消息可知，2015 年至 2018 年间，马兴田组织、

策划、指挥公司相关人员进行财务造假，向公司股东和公众披露虚假经营信息；故意隐瞒大股东和关联

公司的非正常使用资金 116 亿多元未公开。而在总资产 28.4%的其它应收款中，普宁康都制药有限公司

拖欠的款项为 53.58 亿元。普宁市康淳制药有限公司拖欠金额为 31.23 亿元。这两家公司背后实际控制人

都是马兴田，且这笔款项多年未还，也未被计提坏账，这或许也是被马兴田用来转移占用公司资金的一

种方式也未可知。康美药业在财务报告中存在大量虚假信息，这表明其数据管理存在严重漏洞。企业数

字化的核心在于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如果这些基础性要求得不到保障，那么基于这些数据

所做出的决策就无法反映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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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康美药业数字化构建存在的问题 

4.1. 数据管理与信息系统(IS)安全漏洞 

康美药业未能建立一套完善的数据管理体系，尤其是在数据采集、处理和存储等关键环节上，缺乏

必要的安全措施和验证机制。例如，公司在财务报告的数据录入过程中，未采用双人复核或多级审批制

度，导致数据容易被人为篡改，未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数据存储方式也存在安全隐患，

如未采用加密存储或未设置访问权限，使得敏感数据易于泄露。此外，康美药业公司系统中存在的安全

漏洞，不仅为外部黑客提供了攻击的机会，也让内部员工有可乘之机非法访问和篡改数据。例如，公司

的网络边界防护措施不健全，未安装高级防火墙或入侵检测系统，使得外部攻击者能够轻易穿透网络防

线。同时，内部访问控制机制也存在缺陷，如未实行最小权限原则，部分员工可以超出其职责范围访问

敏感数据，增加了数据泄露的风险。 

4.2. 信息技术(IT)治理结构缺乏 

康美药业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 IT 治理框架，无法有效地指导信息技术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这导

致了 IT 项目管理混乱，资源分配不合理，甚至出现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现象。例如，公司在多个部门

之间存在信息孤岛，各部门之间的数据无法共享，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此外，公司高层管理者对信息技

术在整个企业运营中的作用认识不足，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这不仅限制了信息技术在推动企业

数字化转型中的潜力，还导致了 IT 预算不足、人才短缺等问题。例如，公司在 IT 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

入不足，导致硬件设备老化、软件版本过时，严重影响了系统的性能和稳定性。 

4.3. 业务流程重组(BPR)与 ERP 系统应用不足 

尽管康美药业可能已经实施了 ERP 系统，但在实际应用中，该系统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公司在进

行业务流程重组时，未能深入分析现有流程的优缺点，导致新流程设计存在缺陷。例如，某些业务环节

仍然存在冗余或不合理之处，未能实现流程的简化和优化。这不仅增加了员工的工作负担，还降低了整

体工作效率。此外，ERP 系统的实施并未显著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一方面，系统功能未能

完全覆盖公司的核心业务流程，导致部分业务仍需依赖手工操作，影响了系统的整体效益。另一方面，

员工对新系统的适应程度不高，培训不足，导致系统使用率低，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4. 风险管理与合规性欠缺 

康美药业在风险管理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欠缺，未能有效地评估和管理与财务报告相关的风险。通过

这几年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康美药业公司为了掩人耳目，伪造了多个业务凭证虚增收入，其中 2017 年

财务报表进行的会计差错更正显示，当年营业收入多计 88.98 亿元；与此同时虚增货币 299 亿元。康美药

业 2018 年的财务报表显示负债为 347 亿元。但公司却有足够的货币资金，达到 399 亿元。这说明公司在

合规性方面的意识相对薄弱，未能充分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这可能导致公司在面对监管审查时面

临更大的挑战。这些问题揭示了公司在风险管理与合规性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 

5. 康美药业事件对家族企业内部控制数字化建设的启示 

5.1. 加强数据管理与信息系统(IS)安全 

康美药业事件暴露了公司在数据管理和信息系统安全方面的严重漏洞，家族企业需要建立一套严格

的数据验证机制。例如，可以采用区块链技术来确保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因为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和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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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特性可以有效防止数据被人为篡改。此外，定期进行数据备份与恢复测试也非常重要，这不仅能防

止数据丢失，还能提高系统的容灾能力。在信息系统安全方面，家族企业应加强信息系统安全防护，健

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防范内部与外部恶意攻击[13]。特别是要实施最小权限原则，确保员工只能访问其

工作所需的最小范围内的数据，减少数据泄露的风险。最后，公司需要建立和完善数据审计制度，定期

审查数据源和数据处理流程，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5.2. 健全信息技术(IT)治理结构 

康美药业在信息技术治理结构上的不足，导致了 IT 资源的浪费和信息技术在支持企业运营方面作用

的发挥受限。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家族企业需要建立健全的 IT 治理体系，明确 IT 部门的角色与职责，

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程序。这包括制定详细的 IT 部门职责说明书，确保各部门在信息技术管理中的角色

和任务清晰明确。同时，公司应该提高管理层的信息化意识，通过定期的培训和教育，使高层管理人员

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对企业运营的重要性。信息化意识的提升不仅可以促进信息技术的应用，还可以提

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此外，定期评估 IT 治理效果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内部审计或第三方评估，

定期对 IT 治理效果进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持续优化 IT 治理结构，确保 IT 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

高效利用。 

5.3. 进行业务流程重组(BPR)与 ERP 系统应用 

为了解决业务流程重组和 ERP 系统应用方面的问题，康美药业需要深入实施 ERP 系统，确保所有部

门都能够正确使用 ERP 系统，并将其作为日常工作的核心工具。这不仅需要全员培训，还要提供充足的

技术支持，解决员工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高系统的使用率和满意度。同时，公司应持续优化业

务流程，根据 ERP 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定期审查，不断调整和改进业务流程，消除冗余环节，提高流程

的效率。此外，强化员工培训和支持也非常关键。定期举办 ERP 系统操作技能培训，提高员工的操作水

平和工作效率，建立知识分享平台，促进员工之间的经验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团队的整体素质。 

5.4. 提高风险管理与合规性 

康美药业在风险管理及合规性方面的欠缺，导致了多次财务造假事件的发生，严重违反了相关法律

法规。为了提高风险管理与合规性，家族企业需要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涵盖市场风险、操作风险、

信用风险等多个方面，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这一体系不仅要能够识别和评估各类风险，还要具备有

效的应对措施，确保在风险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响应和处理，减少损失。同时，公司应加强员工的风险

意识，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确保每个人都清楚自己的责任范围，避免因责任不清导致的风险行为[14]。
最后，实施合规性监督也非常重要。建立定期的合规性监督机制，对企业的各项活动进行合规性审查，

确保所有操作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于发现的合规性问题，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并落实，防止类似问题

再次发生。其中，应当明确董事会、内部审计机构的具体职责，确保内部监督机构的独立性[15]。 

6. 结束语 

本文以康美药业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财务造假的情况进行分析，尝试分析其财务造假的原因，指出

其内部控制数字化存在的缺陷，并从加强数据管理，健全信息技术治理结构，强化 ERP 系统应用，提高

风险管理等方面来加强家族企业的数字化建设，从而增强其内部控制完备性，降低财务舞弊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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