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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比较实用的风险管理工具书，主要通过准确解读ISO风险管理系列标准，帮助企业
和NPO等组织正确开展风险管理工作。
《ISO风险管理标准全解》共分5章。
第1章概述了ISO风险管理标准族的构成和族中各标准的功能定位，第2章解读了ISO
Guide 73:2009《风险管理——术语》标准，第3章解读了ISO
31000:2009《风险管理——原则与指南》标准，第4章解读了ISO
31010:2009《风险管理——风险评估技术》标准，第5章介绍了尚处于WD稿阶段的ISO
31004《风险管理——实施指南》，并简单介绍了它可能参考的英国标准——BS
31100。
　　《ISO风险管理标准全解》适合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专业的研究者、从业者及对风险管理感兴趣
的读者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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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风险管理者》杂志创办人，中国首位风险评估专业人员职业培训
（RAPC）师资证书获得者。
曾任中国风险管理者联谊会秘书长、副会长，亚洲风险与危机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兼中国代表处主任。
研究方向：风险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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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条，组织需明确风险管理方针与组织的“目标和方针”之间的关系。
组织的目标和方针多种多样，如质量管理目标和质量管理方针，环境管理目标和环境管理方针等，组
织在开展风险管理活动时，需阐明风险管理方针与它们之间的关系。
由于风险管理嵌入组织管理体系的各个过程，所以风险管理方针为各个过程实现这些方针和目标提供
风险管理方面的指南与保障。
 第三条，组织的风险管理方针应对风险管理的责任和职责做出规定。
具体规定见下文的“责任”部分。
 第四条，组织需在风险管理方针中明确处理各种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方式，该方式不是指对
某一具体“利益冲突”的处理方式，而是指组织“处理利益冲突的方式”的总的原则和方向，为制定
特定的“利益冲突”方式提供指导。
 第五条要求对“两类人”提供必要的资源，一类是对管理风险“负有责任”的人，另一类是对风险管
理“履行职责”的人。
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是为了实现目标，标准将组织中的这“两类人”置于风险管理的突出位置，说明他
们是组织实施有效风险管理最重要的人员。
所以，当组织按ISO 31000标准进行框架设计并实施时，应充分落实对管理风险“负有责任”的人和“
履行职责”的人的安排。
 第六条指出，在风险管理方针中要明确测量和报告风险管理绩效的方式。
其中，“测量方式”包括绩效指标的设定、绩效测试方法等；“报告”是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活动，“
报告方式”包括报告的方法、途径、周期、责任等。
 第七条是对风险管理原则第十、第十一两项原则的体现。
其中第十项原则指出“风险管理是动态的、往复的，并对变化保持响应”，第十一项原则指出“风险
管理促进组织的持续改进”。
这些原则需要落实到组织的风险管理方针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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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概念清晰准确。
关注术语及其定义，并关注术语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2.注重可操作性，聚焦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如风险管理原则、风险管理框架的设计与运行、风险管
理过程的构成及各子过程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风险评估的详细过程等。
3.采用结构化方式对各标准进行解读。
如第2章对《风险管理术语》的解读，对每个术语皆按“英文原文、中文翻译、解读”三部分进行描
述，为读者准确理解各术语，提供了多方面的参考。
4.大量运用图表来描述风险管理的术语、框架、过程，及其之间的关系，便于读者理解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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