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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以前，我国的内部控制呈现着“政出多门”的现象，财政部、证监会、国资委、中注协、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相继出台了内部控制规范，每个规范和制度都有自己的侧重
点，同时对于内部控制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更是缺乏一个公认的标准体系，“内部控制”的概
念在“百花齐放”式发展中但没有得到统一。
　　2008年6月，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五部委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规范——
基本规范》。
它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是我国继实施与国际接轨的企业会计准则
和审计准则之后，又一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改革。
2010年4月，五部委再次联合颁布内部控制的3个配套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
制审计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这些配套指引与基本规范一起，标志着适应我国企业实际情况、融合国际先进经验的中国企业内部控
制规范体系基本建成。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新的内控规范体系犹如一盏明灯，对于企业实践中的内控摸索提供了新
的原则和方法，同时又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如何更好地运用新的内控框架体系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
如何避开途中的陷阱让企业达到成功的彼岸？
如何以最小的控制成本达到最优化的效果？
本书旨在通过以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配套指引为主线，全方位地说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理论和
实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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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十章，以五部委联合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
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为主线，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内控框架（美
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和南非，以及我国的香港地区），详细论述了我国内部控制的演变途径，以
及内部控制设计和评价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然后从公司层面和业务层面两个角度系统阐述涉及企业各
方面的内部控制的关键环节，并且展望了企业内部控制未来的发展趋势。
    本书既适合于工商管理学科各专业的本科生使用，也适合于MBA、MPA、MPAcc等使用，还可作为
企业内控培训和注册会计师的后续教育教材，以及企业开展内部控制建设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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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国的金融业发展历史悠久，其监管体系也随着市场的发展变得较为庞大。
到20世纪末，专门针对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就有证券交易委员会（COB）、金融市场理事会（CMF）
和金融管理纪律理事会（CDGF）。
2003年颁布的《金融安全法》授权设立了金融市场监管局（AMF），取代了上述三大委员（理事）会
的相关监管职能，成为证券市场的统一监管机构。
《金融安全法》中有关公司内部控制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应当在其年度
报告中披露公司治理情况及相应的内部控制程序；上市公司应当在其年度报告中附上其审计师对本公
司财务会计信息的编制和处理相关的内控程序的观察报告；金融监管局每年应当根据各上市公司按照
前两条披露的情况编写内控报告建议书。
由于金融监管局每年编写的内控报告建议书是在对当年各上市公司内控披露情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
出了改良的建议，因此，虽然不属于法规规定，但也构成上市公司改进内部控制报告的要求之一。
上述有关规定在发布后适用于所有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7月，金融安全法修正案将这一规定的适用范
围限定于_上市公司。
由于该规定过于原则，缺少详尽的操作指引，金融监管局于2005年1月组建内部控制指引工作组，研究
起草内部控制指引框架。
历经2年，于2007年1月22日发布内部控制系统框架（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Reference Framewor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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