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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年。财政部正紧锣密鼓地制定内部控制规范，国资

委也将在年内发布《中央企业内部控制管理暂行办法》和《

中央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暂行办法》证监会所属的上海证券交

易所出台了堪称中国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上市

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凡此种种，标志着政府有关部门由大

力提倡内部控制建设向明确要求，细化规定层面转变。一股

内部控制的旋风．伴随着强化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全球化浪

潮。正席卷而来。那么．中国式内部控制的缺憾究竟在哪里

，又如何建立高质量的、有实质性影响的、符合中国企业特

点的内部控制体系。 莫此为甚：现代企业的骨骼与血液 内部

控制是企业为了保证其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对企业战略制定和

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风险予以管理的相关制度安排。它是由董

事会、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一项活动。建立健全内

部控制制度。保证内控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实施的有效

性，以提高企业经营的效率与效果 增强企业信息披露的可靠

性．确保企业行为合法合规。如是观之。内部控制在维护企

业肌体健康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既是企业的骨骼．

也是企业的血液。 我国大多数企业多年来习惯于渐进地积累

管理经验，建立内部控制制度。虽然陆续形成了一些管理办

法、条例、暂行规定等文件，但已无法适应现代企业不断提

升酌治理水平的需要。事实上。我国古代曾经有过灿烂的内

部控制文明"在内部控制。预算和审计程序等方面，周代在古



代世界是无与伦比的。"（《会计思想史》 迈克尔&#8226.查

特菲尔德）然而在现代内部控制的发展史上。占了先机的却

是美国人。1947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下属的审计

程序委员会（CAP）在其《审计准则暂行公告》中第一次提

出了内部控制概念。几十年来。内部控制从"一要素"、"三要

素"、"五要素"到最新的"八要素"，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被学

术界、职业组织、大型企业及政府组织共同推动。不断发展

。其中，美国国会"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发布的COSO报

告--《内部控制--整体架构》最为典型。该报告指出："内部

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其他员工制定和实施的，旨

在为经营的效果和效率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遵循性等目标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并归纳了内部控制

的"五要素"：(1)控制环境；(2)风险评估(3)控制活动；(4)信息

与沟通；(5)监控。 鉴于企业经营面临的风险日益增大，风险

管理与控制在企业运营中越发凸显，2004年9月。COSO又提

出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它既是对《内部控制--整

体架构》的超越，也标志着内部控制的转型，在内涵构成上

拓展、延伸为"八要素"：(1)目标设定。指董事会和管理层根

据公司的风险偏好设定战略目标。(2)内部环境。指公司的组

织文化以及其他影响员工风险意识的综合因素。包括员工对

风险的看法、管理层风险管理理念和风险偏好，职业道德规

范和工作氛围董事会和监事会对风险的关注和指导等。(3)风

险确认。指董事会和管理层确认影响公司目标实现的内部和

外部风险因素。(4)风险评估。指董事会和管理层根据风险因

素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确定管理风险的方法。(5)风险管理

策略选择。指董事会和管理层根据公司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



偏好选择风险管理策略。（6）控制活动。指为确保风险管理

策略有效执行而制定的制度和程序，包括核准、授权、验证

、调整、复核、定期盘点、记录核对，职能分工 资产保全，

绩效考核等。(7)信息沟通。指产生服务于规划。执行、监督

等管理活动的信息并适时向使用者提供的过程。(8)检查监督

。指公司自行检查和监督内部控制运行情况的过程。 美国华

尔街的研究显示，公司的治理水平与公司价值成正相关关系

。事实上，内部控制包含了公司治理．企业的诚信原则、管

理哲学，法人治理结构、组织结构、经营方式企业文化等治

理指标即构成控制环境的重要内容。 内部控制的发展历程表

明，一些影响巨大的公司经营失败或舞弊事件的发生，往往

加速了内部控制理论及其实践的成型，并催生了一些里程碑

式的文献和立法。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2002年出台的《萨

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该法案的第404条款不仅要求公司管

理层定期评估公司财务内控的有效性，并且要求外部审计师

对管理层的评估结果和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在

我国，随着中航油新加坡分公司违规进行原油期货交易等一

系列因内部控制缺失而导致的重大舞弊事件的出现，越来越

多的企业认识到完善的内部控制对防范和化解经营风险、防

止舞弊具有显著的效用．国内部分大型企业集团开始按

照COSO报告的基本框架建立内部控制。此外，为满足《萨

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第404条款的要求，在美国上市或即将

在海外上市的企业已经着手构建内部控制体系。 短板弱环：

中国式内部控制的缺憾 我国建立内部控制的政策、理论与实

务，用"木桶理论"解释，存在明显的短板；用"链条定律"解释

．存在明显的弱环。无奈的是，短板决定了木桶的盛水量，



而弱环决定了整个链条的强度。具体说来．中国式内部控制

呈现出以下缺憾： (1)被动的。传统国有企业的粗放经营以及

民营企业的人治色彩难以内生为控制的理念．而中庸思想深

厚的东方文化也很难发育出要素完备、功能齐全、目标明确

的内部控制体系，这就决定了中国式内部控制的需求动力在

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外部的压力，包括融入国际市场经济的渴

望以及建立国际一流企业的梦想，这种渴望和梦想使得国内

企业不得不按照西方的框架建立相应的内部控制。 (2)拿来的

。无论是证监会对证券公司内部控制的要求和上交所制定的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

内部控制的规定以及财政部对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规范，莫

不以美国的控制要素为模板。然而，作为美国企业内部控制

圣经的COSO报告能否适应中国所有制形式混杂、规模不一

、管理者素质参差不齐的现实，远未经过大量的实践检验。

(3)政府主导的。政府部门对内部控制的关注首先集中在容易

发生舞弊风险的金融领域，特别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

融风险多发地带。然后由点到面，由金融机构向一般行业扩

展。然而，具体企业根据自身需求设计整体内部控制的自发

性远远不足。 (4)文本的。常见的思维误区是，内部控制就是

企业的规章、制度．就是基于财务核算的会计控制。显然，

这只是内部控制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内部控制侧重于对

文本制度的全面化、流程化；立足于动态监控、与管理软件(

工具)耦合、可评价、可修正。由于我国企业通常强调规章制

度的建立而忽视对控制环境、信息与沟通等要素的关注，重

要的风险评估往往流于形式。事实上，无论多么完善的控制

制度、程序或方法，如果没有诚实、守信、尽责的文化氛围



，没有不折不扣、一以贯之的有效执行．终将是没有任何意

义的空头文件。 (5)滞后的。我国内部控制理论和实务的发展

滞后于国际成熟的发展形态．在国际上已将COSO框架奉为

圭臬的1996年，我国出台的有关文件，仍将内部控制囿于控

制环境、会计系统、控制程序三要素，落入了传统会计控制

的窠臼。即使一些最新的准则、规定，也只采用了COSO的"

五要素"，而没有顾及到《企业风险管理一一整合框架》的"

八要素"。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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