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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借鉴 COSO 理论最新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目前我国在有关内部控制立法及实务中主要从业务循环以及

重大业务事项角度进行的经验 ,提出从内部控制对象要素建立风险管理导向的内部控制。着重从影响企业存亡的

六大核心内部控制对象要素 ———人、财、物、时间、信息和技术进行探讨 ,将风险管理方法全面引入企业日常内控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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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企业内部控制是近几年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

注的热点。理论上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是企业内部

管理问题。但由于国内企业普遍对内部控制不够重

视 ,近年来频发内控失败的重大事件 ,所以国家从立

法角度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相关法律法规。内部控

制外部化问题的出现 ,对强制企业加强内部控制的

建立与有效实施是非常必要的。财政部从 2001 年

起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内部会计控制规范 (试行) 。这

些规范主要从企业的业务循环以及重大业务事项的

角度 ,要求企业建立相应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2004 年 8 月 , 内部控制理论研究的权威机

构 ———COSO 委员会发布了《内部控制 ———企业风

险管理框架》,继 1992 年发布《内部控制 ———整体框

架》之后 ,将内部控制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标

志着国外最新的内部控制理论已由整体框架阶段发

展到全面风险管理阶段。

在借鉴 COSO 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的基础上 ,

笔者认为企业内部控制决非仅仅限于会计控制范

畴 ,而是涉及企业日常运行的各个层面 ,尤其应强化

风险意识 ,为此 ,笔者尝试提出建立以风险管理为导

向的内部控制 ,将风险管理方法全面引入企业的内

部控制机制。

2 　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含义

按照 COSO 的理论 ,内部控制是受企业董事

会、管理当局和其他职员的影响 ,旨在取得 : ①经营

效果和效率 ; ②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 ③遵循适当的法

规等目标而提供合理保证的一种过程[1 ] 。企业风险

管理是指处理那些影响价值创造或价值保值的事

项 ———风险和机会。它是一个贯穿于整个企业的 ,

受到企业董事会、管理层和企业各级别人员影响的、

持续不断的的过程 :被用于确定企业战略定位 ,应用

于企业的各个层次和部门 ,但在企业层面要采取一

种风险组合观 ;被用于识别那些影响企业的潜在事

项 ,并将风险控制在企业风险偏好范围内 ,并为企业

目标的实现向企业管理层和董事会提供合理保

证[2 ] 。

结合 COSO 的相关定义 ,笔者将“以风险管理

为导向的内部控制”定义如下 :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

内部控制是一个贯穿于整个企业的 ,围绕影响企业

目标实现的不确定因素进行识别、析评、报告与处

理 ,使其处于风险偏好内 ,受到企业董事会、管理层

和企业各级别人员影响的、持续不断的过程。

3 　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目标

根据上述定义 ,笔者认为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

内部控制的目标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

1)确保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的贯

彻执行。这是企业在业务经营中要坚决实施的具体

目标。国家法律法规和各种规章制度都是为了保障

企业稳健运行和保护企业各相关利益人的利益而制

定的 ,企业执行了这些规章 ,不仅使自身的业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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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法律保障 ,同时又避免了违章经营带来的风险。

2)确保将各种风险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 ,提

高经营效果和效率。现代企业处于市场经济的大环

境中 ,风险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 ,控制风险 ,是企业内

部控制的核心目标。把风险控制在企业事先确定的

偏好范围内 ,减少或避免损失 ,可以保证企业的运营

能力 ,增强客户对企业的信心 ,为企业持续经营打下

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在日常经营中 ,查

错防弊 ,堵塞漏洞 ,规范业务操作 ,消除隐患 ,从而提

高企业经营的效果和效率。

3)确保企业提供可靠的财务报告[3 ] 。可靠的信

息是进行正确决策的前提 ,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

部控制 ,应确保企业对内、对外提供相关可靠的财务

信息 ,从而有利于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使用者作出正

确决策。这也是作为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在日常经营

中应坚决实施的财务目标。

4)确保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全面实施。

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 ,应确保企业通过系

统的战略管理 ,将威协变成机遇 ,迎难而上 ,保持其

持久竞争优势。这是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

的最根本目标。

4 　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内容

COSO 框架文件清楚地说明了内部控制存在于

包括规划、实施和监督在内的基本管理过程之中 ,不

是作为这些过程的补充 ,而是这些过程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笔者结合企业通常以业务循环进行内部

控制设置的实际 ,提出以内部控制对象要素为基础

进行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设置的思路。

411 　内部控制对象要素含义

内部控制的控制原理主要是控制论在内部控制

的具体体现。控制论认为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系

统都是反馈系统 ,具有反馈控制的原理。控制系统

都是通过各种反馈来达到控制目的的。所谓控制就

是施控主体对受控客体的一种能动作用 ,这种作用

使得受控客体为施控主体的目标所驱动 ,从而最终

完成施控主体的预定目标。施控主体主要指组织的

管理当局 ,受控客体则是指组织内部的各个构成要

素及其彼此之间的耦合关系[ 4 ] 。

由此 ,笔者定义如下 :内部控制对象要素 ,是指

在内部控制过程中 ,承载施控主体的控制意图 ,并通

过反馈来完成施控主体预定目标的各类客体对象 ,

这些客体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构成了内部控制

系统的受控客体。

412 　内部控制对象要素主要分类及其风险

目前国内外大多数中小企业通常是针对人、财、

物等管理要素 ,实施内部控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 ,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普遍应

用 ,时间、信息、技术等要素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起

着越来越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 ,人、财、物、时

间、信息和技术构成了支撑企业运行的六个基本维

度 ,在内部控制的全部对象要素中处于核心地位。

41211 　人力资源要素及其风险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范围内人口总体中所蕴涵的

劳动力的总和。COSO 认为 ,控制环境作为内部控

制整体框架中所有其他构成要素的基础 ,为内部控

制提供了前提和结构。控制环境包括员工的诚实和

职业道德 ;员工的胜任能力 ;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的

参与 ;管理哲学和经营作风 ;组织结构 ;权利和责任

的安排 ;人力资源政策及执行。可见人力资源要素

是控制环境的基础要素。内部控制中 ,财和物的控

制在很大程度上可看成是技术性的要素 ,而对人的

控制才是理念性的要素 ,属于更高层次。美国通用

汽车公司前总裁阿尔弗雷德 ·斯隆曾说过 :“你可以

拿走我的全部资产 ,但是只要你把我的企业人员留

下来给我 ,五年之内我就能把所有失去的资产赚回

来。”[5 ]企业人力资源风险就是指企业人力资源所参

与的各项经营活动中 ,由于人的活动造成的企业经

营目标的偏离或损失 ,包括招聘风险、使用风险和流

失风险 ,三者之间具有很强的风险相关性[6 ] 。

41212 　财务管理要素及其风险

企业的财务管理是有关资金的筹集、投放和分

配的管理工作。资金是任何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

命脉 ,企业的资金流转是否顺畅 ,直接关系到企业的

生死存亡。财务风险是指由于企业资金运行中一些

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而给企业带来的风险 ,或企业在

理财事务中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风险 ,主

要表现为 :在选择合理的筹资方式和安排合理的筹

资结构中遭遇利率、汇率变动而产生的筹资风险 ;在

投资选择及项目控制上的投资风险 ;因现金短缺、不

能支付到期债务的支付风险 ;因资产质量和结构问

题导致的资产风险 ;因税种选择、税收政策的应用、

税款计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等产生的纳税风险 ;以

及因信息失真、滞后等原因产生的报表风险等[7 ] 。

41213 　物流管理要素及其风险

物流是指货物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

程。随着企业界物流管理实践的深入 ,人们开始认

识到产品的竞争力并非由一个企业便能决定 ,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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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产品的供应链决定的。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 ,

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 ,从采购原材料

开始 ,制成中间产品 ,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

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

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模式[8 ] 。基

于这一功能网链结构模式 ,物流外包自上世纪 80 年

代后即成为商业领域的一大趋势 ,制造业和商业都

纷纷将自己的物流业务外包给专业提供物流服务的

外部物流提供商 ,实行信息共享与风险分担 ,使企业

柔性化 ,对外部环境更具适应力。但物流外包同时

也带来更多风险 ,包括业务失控和责任外移 ,链条中

断或磨损成本加大 ,以及外包决策失误等。

41214 　时间管理要素及其风险

有效的管理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就在于把握时

间。由于时间资源必须通过人类劳动 (学习与生产)

产生价值 ,即人力资源的劳动价值与时间资源的配

置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时间资源的管理 ,就是研究如

何根据每种资源的差异 ,研究高值、低值时间资源的

分布 ,调配时间、物质与人力以达到更好的结合 ,使

之产生的资源价值最大[9 ] 。在此过程中主要产生如

下风险 :未明确目标的风险 ;工作时间严重浪费的风

险 ;人员和流程控制安排不合理导致效率低下的风

险。

41215 　信息管理要素及其风险

信息是事物本质、特征、运动规律的反映 ,是事

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况和规律的反映。

企业管理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信息。要做出正

确的决策和有效的控制 ,必然会对信息提出相应的

要求 ,可归结为及时、准确、适用、经济[10 ] 。任何企

业都处在一个信息量庞大、信息传递异常迅速的环

境中 ,企业周围充斥着有序的、无序的、整合的、分散

的、正确的、错误的信息 ,使企业难以辨别 ,进而可能

产生对信息的失控 ,导致信息风险给企业带来损失。

我们应该看到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信息总量爆

炸式的增长 ,信息风险已经由原先的隐形状态上升

到现在的显形状态 ,并对企业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威

胁。按照信息风险的表现形式 ,可以分为信息泛滥、

信息失真、信息障碍、信息泄漏和信息不安全。

41216 　技术管理要素及其风险

21 世纪是一个更富有竞争性和挑战性的时代 ,

随着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一个企业技术含

量的高低已经成为制约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因

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的技术能否成为企业

内在的发展动力 ,能否通过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的赢

利能力和竞争力 ,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 ,而是

一个管理问题。技术风险是指技术从发明到商品化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情况 ,它们不仅是一些

纯技术原因造成的 ,也涉及到一些非技术因素 ,如市

场、组织等 ,并且这些因素彼此交织在一起 ,交互发

生作用[ 11 ] 。企业在创办及成长过程中所承受的技

术风险主要可归纳为 :技术的市场风险 ,技术开发风

险 ,技术替代风险和技术流失风险。

5 　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程序
与方法

　　如前所述 ,企业的风险管理是一个涉及方方面

面的企业自我审视、自我管理的动态过程。目前我

国的金融服务业、保险业在这方面做得比较规范和

成熟 ,借鉴其风险管理基本流程 ,笔者提出将风险管

理程序与方法全面引入企业内部控制框架中 ,通过

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对象要素 ———人、财、物、时

间、信息、技术在进行风险识别、分析与评价的基础

上 ,针对其不同的风险特点 ,分别设置相应的内部控

制程序和方法 ,从而实现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

控制。

511 　风险识别

就是识别企业面临着哪些风险因素 ,其产生根

源是什么 ,各因素之间有何关系 ,对企业的影响如

何。主要方法有 :

1)风险列举法。就是在全面分析影响企业人、

财、物、时间、信息、技术六大方面的各因素基础上 ,

逐一列举出公司面临的所有风险因素。

2) SWO T 分析法。SWO T 分析法通过比较分

析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相互关系 ,确定企业

风险发生的领域和影响状况 ,是分析风险发生状况

的有效工具和方法。

3)统计分析法。统计分析是运用数理统计原理

对收集、积累的企业各种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从中

发现企业发展中的异常情况。

4)现场检查法。风险管理人员深入到各业务部

门、分支机构查阅有关财务资料、业务资料等 ,以及

通过与各级业务主管进行会谈等方式 ,获取企业风

险状况的第一手资料。

512 　风险分析

即结合企业特定条件 (如寿命周期、经营战略

等) ,将识别出来的风险就其可能性、损失额、发生频

率等性质进行鉴别 ,判断风险程度 ,为合理制定风险

处理方案和控制制度提供充分根据。主要程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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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

1) 分析风险因素、风险事故 ,捕捉风险征兆 ,确

定风险的存在。风险因素是指促使或引起风险事故

发生的条件 ,以及风险事故发生时 ,致使损失增加、

扩大的条件 ,是风险事故发生的潜在原因 ,是造成损

失的间接和内在原因。风险事故是使风险造成损失

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媒介 ,是引起损失的直接

或外在原因 ,如工厂火灾、货船碰撞等。风险征兆是

指风险因素与风险事故结合 ,有可能形成风险损失

的各种现实迹象。

2)分析发生的可能性、风险发生的频率。风险

可能性分析、频率分析一般通过实际情况的收集 ,利

用专业判断取得。科学分析方法是使用数理统计的

原理 ,利用数据为依据 ,根据现象特征 ,采用数学模

型进行科学测算。

3)分析风险发生的可能影响 ———涉及面及损失

额。一般将影响的结果量化成数值 ,依据其影响程

度划分为不同等级。

513 　风险评价

经过对企业的人、财、物、时间、信息、技术六大

方面的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工作 ,还需对其工作成果

进行鉴别 ,进行综合评价 ,为确定风险管理战略、政

策与内部控制制度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更重要的

是 ,通过与实际业务相结合的评价 ,可以检查以前的

制度设计是否合理、适当 ,执行是否有效。主要包

括 :

1)风险性质、级别的综合评判。一般情况下 ,风

险程度是按照表 1 所列的各种情况呈现出来的。表

1 中 , H 代表高度风险 ,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董事会

及高级管理层应参与 ; M 代表中度风险 ,通过具体

监控或相应程序加以管理 ;L 代表低度风险 ,通过日

常程序加以管理 ,一般不需要应用具体资源。
表 1 　风险性质、风险程度综合评判表

可能性
后果

不重要的 (1) 次要的 (2) 中等的 (3) 主要的 (4) 灾难性的 (5)
发生频率

A (几乎是确定的) H H L L L

B (很可能的) M H H L L

C(可能的) L M H L L

D (不太可能的) L L M H L

E(很少的) L L M H H

H

M

L

　　2) 对于运行中的风险管理政策与程序的适当

性、执行的有效性必须定期进行评价 ,及时修正和完

善内部控制制度。

514 　风险处理

通过风险识别、分析及评价工作 ,企业一般可以

根据特定风险的性质、程度与特点 ,分别制定以下管

理措施 :

1) 风险规避 ( Avoid) 。风险规避就是不作为 ,

即选择以放弃、停止或拒绝等方式 ,回避损失发生的

影响。它特别适用于发生概率大、造成损失程度高

的风险。在进行一些重大的项目决策时 ,如财务要

素中的投资项目比较选择、技术要素中的新产品开

发项目选择等 ,通常应考虑这种风险处置方法。

2)风险抑制与控制 (Cont rol and Disperse) 。风

险抑制和控制是指对企业不愿放弃也不愿转移的风

险 ,通过查找风险因素和控制风险事故的源头 ,降低

损失发生的可能性、频率 ,缩小损失程度 ,达到风险

控制目的的系统控制措施与方法。风险抑制与风险

控制都属于积极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方法 ,但它

们都不能消除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二者的区别在于 :

风险控制是通过控制程序与方法控制风险源 ,从而

控制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发生频率 ;而风险抑制的重

点在于减少损失发生的程度而非风险发生的可能

性。在管理实务中一般对二者是合而用之 ,是内部

控制最常见的手段 ,如财务管理要素中的会计控制。

3)风险转移 ( Transfer) 。风险转移是企业通过

契约、合同、经济、金融工具等形式将损失和责任转

嫁给他人 ,达到降低风险发生频率、缩小损失幅度的

目的。风险转移与风险规避相比 ,它不是通过放弃、

中止的方法 ,而是寻求转移的方法积级防范风险 ;风

险转移与风险抑制与控制相比 ,均属于积级应对风

险的控制决策 ,只是从控制力量看 ,风险转移更注重

与企业外部力量的合作来管理风险 ,风险控制与抑

制在于发挥自身的力量来管理控制风险 ,从控制手

段达到的结果看 ,风险控制与抑制是通过直接的控

制手段来防范风险 ,风险转移则通过间接手段控制

风险。这也是内部控制常见手段 ,如体现在人力资

源要素中的劳动合同制度、物流要素中的外包协议、

信息要素和技术要素中的商业秘密合同制度等。

4)风险保留 ( Retain) 。风险保留又叫风险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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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当某种风险不能避免 ,或因敢冒风险可获厚利

时 ,由自己保留承担的风险 ,这是最为普遍与最少阻

力的风险处理方法。风险保留的处理方法有接受

(将损失摊入成本) 、重新定价、自我保障 (又叫自保

险 ,保险起点以下的部分) 、抵消 (提前提取损失准备

金)等。

5) 风险利用 ( Exploit ) 。风险利用是把风险当

作机遇 ,利用运营中的困难 ,通过风险战略 ,开拓市

场 ,达到更大的战略目的。风险利用是最为积极的

风险管理战略 ,它对于培养经理人风险偏好、建立企

业文化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海尔集团正是利用劣质

冰箱事件 ,引以为戒 ,把企业做大做强 ,最终建立起

世界瞩目的“海尔文化”。

515 　沟通和协调

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是一个系统工

程 ,是目标与手段、局部与整体、过程与结果有机结

合的过程 ,是企业团队携手合作的过程 ,沟通的渠道

畅通、冲突的解决、障碍的排除都有助于风险的控

制 ,而技术术语、敌对、不信任、权力游戏、滞留信息

等障碍就会造成风险控制失败。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传达思想或交换情报的过

程 ,是正确决策的前提与基础 ,是统一思想、行动一

致的工具。内部控制中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情况

的报告与建议的落实 ,往往是对组织沟通情况最有

力的考验。协调是内部控制中风险管理部门与其他

职能部门及外部有关单位的协商合作能力。沟通与

协调有赖于信息的充分和质量 ,否则容易产生信息

风险[1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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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t up of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Based on Risk Management

L V Yu2mei
(Anhui Economic Management Institute , Hefei 230059 ,China)

Abstract : Referring to t 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 s of COSO ,and wit h t he application of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based on circle operations and

material operations ,t his paper t ries to focus on t 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l cont rol based on risk management . It mainly discuss in detailed

study on such 6 essential subject element s as man ,money ,material ,time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respectively in which ,t he risk management

can be fully int roduced into enterprises’ routinely internal cont rol mechanism.

Key words :risk management ;internal cont rol ;essential subject elemen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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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General Strength Assessment for Provincial Tourism Industry

The Research Group of Business School of Guangxi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 of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 he connotation of tourism indust ry st rengt h which designs general st rengt h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for

provincial tourism indust ry and it assesses t he general st rengt h of provincial tourism indust ry using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nd Delphi tech2
nique.

Key words :tourism indust ry ;general st rengt h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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