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财经与管理·国际学术论坛·第 1卷·第 1期·2022 年 7月 10.12345/fm.v1i1.11470

近年来中国高铁建设事业在不断地推进，整个交通运

输市场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加上疫情期间人们的出行次数

减少，中国航空企业面临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在这样的

市场环境下，中国各大航企业迫切需要通过提升企业的经营

风险防范能力以及市场竞争能力来打破这一局面。

中国大部分航空企业为了保证企业客货收入能够及时、

完整地回收，一般都建立一个内控管理体系，通过该体系来

提高企业资金的运转效率，确保所有客货收入相关交易都是

经过合理授权的，并由企业内部的销售部门、市场部门以及

结算部门根据企业相关内控规定来规范各部门的业务收入

行为，确保所有有关航空业务的开展能够有据可依 [1]。一般

来说航空企业的内控系统主要包括五大流程，并根据业务的

种类和复杂程度设置了各个下级流程，具体如表 1 所示。

大部分航空企业都设立了有专门的纪检办公室，该办

公室的工作人员主要与企业内结算部门内控管人员共同执

行工作任务，另外企业的营销委员会也会临时聘请一些兼职

人员每年对其进行 2 次培训后促进其完成年度内控管理检查

工作，每年只进行 2 次内控检查。但从大部分航空企业的内

控检查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来看，每年都会发现各种违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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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且大部分违规问题主要集中在违规使用招待费、考勤管

理不严格、协议过期没有及时续签等表面问题上，虽然没有

发现特别重大的风险点 [2]。但也足以说明航空企业内控管理

流于形式，究其根本在于内科检查人员多为临时队伍，大部

分对业务还不够熟悉，面对核心风险时不能对风险有充分的

了解和把握。不容易从各种表面工作流程中去发现问题，只

单纯依靠仍检查并不能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

目前，中国大部分航空企业在对内部风险进行识别的

时候主要是采取两种传统方法，分别为案例分析和列表筛

查。这两种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是案例分

析主要是针对已经发生的案例进行风险识别，而目前航空企

业的现有业务无论是从形态来讲还是性质来讲都已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采用过去案例的经验来应对现有业

务，那么就无法有效识别出现有业务的风险。其次是列表筛

查，大部分航空公司都热衷于使用列表筛查来梳理企业内部

的业务流程。这也是内部控制中最常使用到的风险识别方法
[3]。但这种方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在面对企业诸多业务

时，航空企业管理人员很难从众多销售环节的合同签订业务

中甄选出具有风险的业务，需要依靠管理人员个人的经验进

行判断。其二是在实际操作环境中，管理人员很难有效从诸

多合同中识别出具有违规操作的合同。

从大部分航空企业现行的内控手册不难看出，大部分

企业对内控流程的描述仅仅有个别条款是用于规范代理人

的言行的。除此之外并没有涉及当对大客户以及当下热门的

电商业务进行规范，航空企业的部分销售渠道都是来源于大

客户和电商，但依靠内控体系是很难对航空企业的各项主要

业务进行全面覆盖的，因此容易滋生风险。而目前大部分航

空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内

部控制体系约束了收入确定的流程，部分业务缺失制定环节

的监管。其二是内部管理控制制约了企业的审批流程，而审

批流程又缺乏对应的规则。

分析

传统的内控监管方法能够监管的范围仅仅知识一小部

分航空业务，因此容易导致监管流于形式、力度不足，无法

保证对航空业务进行全面监管，导致很多时候发现业务出现

风险点，业务人员出现违规操作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

难以在工作人员工作之中就发现问题。因此，各大航空企业

需要在内部建立一个全面的数据信息管理体系，为构建内控

监管系统提供良好的基础，将所有监管工作放置到所有业务

开展之前，并通过不间断的数据交互对企业各项业务开展全

面的风险监管 [4]。整个监管系统涵盖航空销售业务内控规则

以及相关管理规则，并将所有业务信息纳入到企业的资料库

和数据库之中。并将拟定好的内控管理规则导入系统从合作

的电商平台、大客户销售系统、代理人销售系统中进行数据

采集。所有内控管理数据均需要进行数据化处理，并通过内

控系统对数据进行挖掘提取所有数据的特征，并根据内控规

则判断各项数据的风险值。一旦在企业运行中系统判断出这

些数据具有较高的风险，那么就会自动报警。

在系统建设的初期可能会有部分人员无法理解该系统

的操作模式，则可能会增加部分销售人员的工作负担从而使

得部分销售人员对使用系统产生抵触情绪，因此需要实施全

量动态监管。这也许会触碰到某一销售环节的既得利益者的

权力从而干扰整个系统的建设开展。因此企业管理人员必须

高度重视系统的建设，要做到亲自上手监管，统一企业各部

门人员思想，从而推进系统建设、实施。

由于航空企业与其他行业在风向因素方面的控制存在

明显差异，大部分航空企业的重要销售渠道多来自代理人。

而代理人在航空企业中销售到的销售政策主要包括标准公

序号 内控管理流程
1 客运收入—销售收入管理—票款管理—销售资金—销售业务管理
2 客运收入—销售收入管理—代理人管理
3 客运收入—营销分析和监控—收入分析
4 客运收入—协议收入确定—商务包机、包座、航线承包
5 客运收入—销售收入管理—票证管理
6 销售费用—销售折让
7 销售费用—代理费用
8 常旅客—里程消费
9 常旅客—里程累积
10 资金管理—收款管理—客票收款—本票—国外营业部
11 资金管理—收款管理—客票收款—本票—国内营业部及分公司
12 货运收入—协议收入确定—合作航班收入
13 货运收入—货运收入审核与处理—邮件收入
14 货运收入—货运收入分析—销售收入分析
15 货运收入—货运收入审核与处理—运输收入—本航
16 货运收入—协议收入确定—包机包板协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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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运价、定向发布的私有运价。而私有运价一般是由当地的

营业部门制定的，最后交由航空公司总部进行审批，很多航

空企业为了鼓励这些代理人一般会让昂企业各营业部门制

定相关折让政策，并在每月度、季度销售过后对各搭理人的

销售情况进行评估和奖励 [5]。

为了避免这些代理人在销售过程中产生对应风险，需

要先建立一个代理人销售能力评估模型，评估出所有代理人

的能力和信誉，并建立一个代理人信用管理体系。根据不同

使用渠道设计出与代理人销售能力相对应的产品标准，并在

市场的淡季、旺季以及平季各个时间点根据不同代理人的能

力作出不同的奖励标准。最后需要根据各代理人销售收入同

比、份额、收入环比来评价代理人业务风险，比如若代理人

在三年内出现了真实违规情况会做出了风险行为，那么就可

以通过降低销售折让等方式控制该代理人的销售风险。

既往航空企业的内控管理规章制度主要存在两点风险，

一是政策制度过程，而是发放过程。大部分航空企业在下发

销售折让预算指标之后，都是通过纸质文件来进行签字确认

的，然而审批通过后营业部门该如何核销应付账款，如果发

放的金额超过总金额这些情况都难以直接体现出来。因此需

要健全内控管理规章制度，比如所有完成折让政策制度后，

在计算和管控过程汇总，各营销部门需要根据制定好的标准

模板和业务需要对返奖条款进行增加、补充以及删减。所有

审批流程也需要在管理系统中完成，折让计算过程不使用人

工计算，均需要在内控管理系统中完成，这样可以避免出现

计算失误和人员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发货发生。最后所有工作

人员均需要在系统内建立相关代理人合同模板和销售折让

奖励规则，且所有操作均需要在系统内完成，不可进行二次

录入，避免出现阴阳合同。限定每一期的返奖金额，且每个

代理人只能够领取一次，不允许出现分次领取情况，以此规

避代理人自身的税务筹划风险。

总之，面对当前竞争激烈的交通运输行业，航空企业

想要提升自身竞争能力，就必须对企业内部既往的内控管理

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评估，重视风险识别、制度健全工作，不

要凭借管理人员个人主观意识进行管理，要科学地对各个销

售业务环节存在的风险点进行管控防范，才能提高企业的整

体竞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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