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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评估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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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加强风险管理的浪潮 ,内部控制成为企业整体化风

险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 ,内部控制的评估方法也由传统的问卷、流程图等 ,不断

改进为以风险为导向的现代内部控制评估方法。通过介绍几种评估方法的基础 ,阐述了控制

自我评估法的应用 ,并结合实际提出加强内部控制、防范风险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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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国内外财务丑闻频频爆发 ,在世

界范围内掀起了加强风险管理的浪潮 ,要求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与提高企业风险管理能力的呼声日益

高涨。基于此 , COSO在 2004年 9月发布了《企业

风险管理 ———整体框架 》(简称“ERM ”框架 ) ,

ERM框架对原 COSO 报告的整体框架进行了扩

展 ,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企业风险管理这一更加

宽泛的领域。除了已有的五个内部控制目标 ,

ERM框架又增加了“战略目标 ”;原来的“风险评

估”要素被拓展为“目标设定、风险识别、风险评估

和风险应对 ”等四个要素 ;内部控制成为企业整体

化风险管理中主要关注如何有效的防范和控制财

务经营风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 ,内部控

制的评估方法也由传统的问卷、流程图等 ,不断改

进为以风险为导向的现代内部控制评估方法 ,如风

险矩阵法、控制自我评估法等。

一、内部控制评估方法的变革
1. 传统内部控制评估方法

传统对内部控制评估的方法主要有问卷法、流

程图法、文字叙述法等 ,通过这些方法来描述和分

析内部控制系统的恰当性和有效性 ,以及在完成所

指派职责时的执行效果。传统对内部控制的测试

与评价所遵循的逻辑顺序是“控制 →风险 →评价

控制目的是否实现 ”,可见 ,更多的是一种事后的

反馈 ,在确认内部控制薄弱环节之后 ,提供信息以

帮助管理层增强和完善内部控制 ,从而导致充分的

控制。这种事后的评价是“亡羊补牢 ”,而不是“未

雨绸缪 ”,这些方法无法根据企业目标考察风险 ,

也不能根据风险安排相应的控制以适当管理风险。

传统的内部控制评估方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管理的

需要。

2. 现代内部控制评估方法

在 ERM框架中 ,现代内部控制的测试与评价

遵循的逻辑顺序是“目标 →风险 →控制 ”,同时将

根据企业风险评估调整审计战略 ,确定审计重点 ,

紧密关注高风险的领域 ,以提供更相关、更符合管

理层和董事会需求的确证信息。

通过图 1:现代内部控制过程来看 ,关注企业

风险比关注企业细节控制显得更加重要。基于此 ,

内部控制评估方法有了诸多改进与变革 ,本文将介

绍几种以风险为导向的内部控制评估方法。

(1) 标杆比较法

标杆比较法 ( benchmark)就是将本企业各项活

动与从事该项活动最佳者进行比较 ,从而提出行动

方法 ,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它一般分为以下两个步

骤 :

首先 ,企业需要建立或确认自身所在行业的最

佳实务。

其次 ,了解 ERM实际情况并将其与最佳实务进

行对比 ,用定量或定性方式评估 ERM实务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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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现代内部控制 ( ERM )的过程

资料来源 :严晖 ,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整合框架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4, P114

　　美国 ALLTEL公司在评估内部控制时采用表

格的方式进行标杆比较 ,在表格第一列列示了与各

个内部控制要素有关的最佳实务 ,从第二列开始则

设置了五个档次 ,由评估者根据其判断在对应的格

子里打钩 ,从而反映了内部控制实际情况与最佳实

务的差距 ,如表 1。
表 1: ALLTEL公司内部控制评估表

最佳实务 非常一致 一致 不确定 不一致 极不一致

环境

管理层人员及所有员工都忠

诚于企业并遵守道德规范

经营单元的业绩目标是合理

且能够实现的

存在书面的岗位工作责任

书 ,并提交所有成员

责权的分配提供了受托责任

和控制的基础

⋯⋯

风险评估

⋯⋯

控制活动

⋯⋯

　资料来源 :转引自严晖 ,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整合框架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2004

(2)风险控制矩阵

风险控制矩阵 (R isk and Control Matrix, RCM )

是审计人员根据企业经营目标、风险与控制之间的

联系 ,为确保审计建议能针对重要的风险而建立的

一张工作表 ,如表 2,是差距分析和审计过程中的

一个关键文档。RCM为公司相关的风险、需要达

到的控制及当前控制状态等提供了一个控制范例。

制定 RCM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考虑。首先 ,是否已

识别出了所有风险 ? 其次 ,已识别的风险是否都与

财务交易相关 ? 最后 ,对于每一个风险 ,有什么对

应的控制 ?

该表包含了下列信息 :明确企业的经营目标 ,

审计人员对被审计事项的初步了解 ,根据初步了解

的情况识别风险因素 ,衡量风险的重要程度 ,采取

适当的控制措施 ,控制措施是否会影响其他目标的

实现 ,审计人员的评价和结论。　

内部审计人员通常在测试的最后阶段来做这

个矩阵 ,其优点是清楚地反映出对每一目标的测试

和评价 ,有助于关注重要风险。
(3)控制自我评估法

控制自我评估 (Control Self - assessment,简称

CSA) ,是在 1987年由加拿大海湾资源有限公司首

先采用的 ,是一种来检查和评估内部控制有效性的

新方法 ,是由组织成员在内部审计机构的推进和协

助下评估组织活动的风险和控制的过程。

表 2:风险控制工作表

目标 初步了解 风险因素 风险的重要程度 控制要求 对其他目标的影响 评价 结论

⋯⋯

　　CSA强调内部控制系统既不是内部审计工作

的责任 ,也不仅仅是高级管理层应关心的问题 ,相

反 ,应该把它看成是所有雇员共同的责任。控制自

我评估体现了应该最先询问那些参与了风险评估

过程以及执行了整个控制过程的人 ,它所包含的不

断改善与现代的全面质量管理概念非常匹配 ,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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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协作的概念及群体学习的模式也有相通之处。

因而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的潜能。控

制自我评估有如下优点 :

对企业而言 , CSA提供了一个管理控制风险的

工具 ,保证内部审计人员和管理人员共同对风险进

行控制。这是综合地控制企业的各方面 ,包括相关

的社会效益 ,使企业对内部控制有一个更全面的了

解。不仅要考虑发现的问题 ,如何改进 ,促进各部

门更有效地履行责任 ,还要使控制措施便于理解 ,

使董事会更了解管理的情况以及风险。

对管理部门而言 , CSA可以反映当前管理控制

中存在的问题 ,也向高层管理部门表明他们对现存

内部控制的态度 ,明确了管理责任。CSA的精髓在

于“自我评估 ”,要求与检查问题有关的人员都参

与到控制或风险的评估过程中 ,通过讨论进而能够

深层次理解自身的职责 ,同时了解其他部门的流程

与职责 ,加强部门间的合作和互动。

对内部审计而言 ,内部控制自评最重要的一点

是让管理部门了解到对内部控制的责任 ,同时 CSA

还可以提高审计的效率和效果 ,用较低成本与较短

时间识别高风险的领域 ,为内部审计提供有用信息。

内部审计人员通过引导管理人员及员工参与 CSA,

可以将现代内部控制的基本框架、理念、最佳实务等

内容传授给所有人员 ,从而使其更好履行职责。
(4)以风险为基础的战略系统法

以风险为基础的战略系统法 (Business Meas2
urement Process,简称 BMP) ,这种方法以严密的组

织管理整体性以及业务风险为导向 ;它为审计人员

掌握审计知识的重点、宽度和深度上提供了指导方

向 ;也为审计财务报表信息所需要的综合业务知识

提供了指导。它把源自交易风险方面的风险评估

提升至一个整体的战略客户商业风险高度。在

BMP的框架下 ,战略分析始于整个风险评估之首。

重点关注那些在已经实施的战略框架 ,企业持续竞

争优势 ,还有危及战略成功实施的商业风险。归结

来说 ,它有如下五个步骤 :战略分析 ,业务流程分

析 ,风险评估 ,业绩衡量和持续促进。

二、控制自我评估法的应用
1. 在国外的应用情况

梅尔维尔对英国大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
(CSA)情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 CSA意识和

CSA效果。梅尔维尔选择的调查对象是 FTSE100

家公司的前 50个企业 ,基本上都是英国的大公司。

根据要调查的内容 ,梅尔维尔设计了 20个调查项

目 ,调查问卷如表 3所示。使用此问卷 ,梅尔维尔对

FTSE 100的前 50个企业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

示 , 68%的企业在过去三年中做过 CSA, 100%的企

业表示 CSA相当有用或非常有用。
表 3: CSA态度调查问卷

第一部分 :背景资料

1. 你公司的行业是什么 ?
金融 ( ) ,零售 ( ) ,制造 ( ) ,咨询 ( ) ,其他 ( )。
2. 内部审计部门规模多大 ? (多少人 )
1～10 ( ) , 11～20 ( ) , 21～40 ( ) , 41～50 ( ) , 50以上 ( )。
3. 过去三年中 ,你公司做过 CSA没有 ?
是 ( ) ,否 ( )。
4. 过去三年中 , CSA使用的频度如何 ?
很高 ( ) ,偶尔 ( ) ,从不 ( )。
5. 如果使用过 CSA最近一次是在什么时候 ?
12个月 ( ) , 24个月 ( ) , 36个月 ( )。
6. 如果使用过 CSA,它有用吗 ?
非常有用 ( ) ,很有用 ( ) ,无用 ( )。
当首次使用 CSA后 ,后来又做过吗 ?
是 ( ) ,否 ( )。
7. 你公司使用什么类型的 CSA?
问卷 ( ) ,会议 ( ) ,自我评价 ( ) ,其他 ( )。
8. 你使用下列方法吗 ?
Op tion finder( ) , Gdss( ) , BSC ( ) ,其他 ( )。
9. 高层领导对 CSA的态度是什么 ?
非常支持 ( ) ,支持 ( ) ,负面 ( )。
10. 内部审计部门参加过培训课程吗 ?
是 ( ) ,否 ( )。
11. 如果你公司没有使用过 CSA,你认为 CSA在你公司

会有用吗 ?
是 ( ) ,否 ( )。

第二部分 :对 CSA的态度

确定以下各项的同意程度
1. 与传统的审计方法相比 , CSA是对内部控制进行监视

的更有效方法。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2. 与传统的审计方法相比 , CSA更能帮助管理者履行内

部控制的责任。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3. CSA是一个暂时现象。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4. CSA是对窗台审计的补充 ,不是替代。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5. CSA能提高内部审计的地位。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6. CSA能扩大内部审计的范围。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7. 进行 CSA时 ,高层的支持和同僚的合作是最重要的。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8. 当进行 CSA时 ,你公司使用咨询客户吗 ?
是 ( ) ,否 ( )。
9. 如果使用了 ,他们有帮助吗 ?
是 ( ) ,否 ( )。

　　资料来源 :转引自郑石桥. 内部控制实证研究. 经济科学出版

社 , 2006年

2. 在我国的应用情况

2004年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宝钢国际 ”)在对 CSA进行深入研讨后 ,结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了 CSA项目的试点。

宝钢国际按以下步骤实施了内部控制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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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 (1)前期计划工作 ; (2)风险初步确定 ; (3)研

讨会的组织与召开 ; (4)出具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

告 ; (5)落实整改措施。

CSA项目通过在宝钢国际设备工程事业部若

干业务单元的尝试 ,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三个业务

单元分别在采购询价和比价、规范合同文本、供应

商的选择和信息维护等方面针对各自的业务特点

总结出了相应的关键风险控制点和改进建议并予

以落实。

CSA工作本身就是要通过评价内控来完善内控 ,

把组织文化、内部环境调整到更恰当的状态。在控制

环境中最为重要的是公司战略的选择和对公司战略

的理解与执行 ,这和公司及各级业务部门的营销政

策、价格体系、信用政策、组织结构有重大关系。

宝钢国际通过 CSA 方法的应用总结出 : CSA

方法的应用还应该与风险评估工具相结合 ;与信息

化管理相结合 ;与兼并收购业务中的公司重组相结

合等很多可贵的经验。

纵观 CSA法在国内外的应用可见 , CSA法作

为新兴的审计技术和方法 ,其理论和方法还在不断

地充实和完善 ,还需要更多的企业或研究人员关

注、了解和运用内部控制自我评估 ,并结合各国和

公司的实际情况对 CSA进行改良和发展。

三、结论
1. 加大内部控制的执行力度

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方面的问题应该引起

我们的重视 ,从几年前郑百文案 ,到最近发生的中

航油巨额亏损、四川长虹巨额应收款欠款案 ,无不

显示我国公司治理环境中内部控制的薄弱以及有

关信息披露的缺乏。从了解到的情况看 ,这些公司

并不是没有内部控制制度 ,而是这些控制制度形同

虚设 ,才使那些不法分子嚣张一时 ,因此 ,不仅要建

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关键是要使其有效执行。

2. 建立有效的定期评价机制

近年来 ,不断上演的上市公司经营失败案使得

很多人怀疑这些公司是否存在内部控制制度 ,但就

中航油案来看 ,中航油 (新加坡 )的内部控制体系

在形式上一直存在。其《风险管理手册 》是由安永

会计师事务所制定 ,与其他国际石油公司操作规定

基本一致。中航油 (新加坡 )内部设有风险管理委

员会。每名交易员亏损 20万美元时必须向风险管

理委员会汇报 ;亏损 37. 5万美元时 ,向 CEO汇报 ;

亏损 50万美元时 ,必须斩仓。但是这样的内部控

制仍然没能防范住中航油 (新加坡 )总计 5. 5亿美

元的亏损 ,原因是 ,公司缺乏对内部控制状况定期

进行有效的评价机制。因此 ,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

执行的效果如何 ,需要进行定期评价 ,不仅能及时

发现存在的偏差 ,还能防患于未然。

3. 现代内控评价方法应与传统内控评价方法

相结合

现代内控评价方法尽管在管理理念、信息质

量、风险关注与预测等方面优于传统的内控评估方

法 ,但传统评估方法仍然在评价内部控制的健全

性、执行的有效性等事后反馈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

势。鉴于此 ,在进行内部控制评价时 ,应把现代内

控评价方法和传统内控评价方法结合使用 ,发挥各

自的优势 ,使内部控制的评估行之有效 ,并营造组

织内外共同关注内部控制建设的氛围 ,共同促进企

业内部控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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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M ethod of In terna l Con trol Eva lua tion Ba sed on R isk M anagem en t
ZHANG Shu - hui

(A ccounting college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 usiness U 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 more and more enterp rises pay much attention to risk management in the world. Internal control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enterp rise whole risk management. So the methods of internal control evaluation change from conven2
tional questionnaire method to current control self - assessment method aimed at control risk. After introducing several methods,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app lication of CSA. A t last, it bring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evalue the internal control ef2
fectually.

Keywords: risk management; internal control; evaluation method

53

第 2期 　　　　　　　　　　　　　　　张淑慧 :基于风险管理的内部控制评估方法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