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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以来相继暴露了一系列财务丑闻，导致安然、世通等业界巨人轰然倒下，由此催生了美国
的《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COSO发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它向人们昭示企业内
部控制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这一浪潮席卷下，2003年财政部颁布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和17项具体规范征求意
见稿，形成了完整的内部会计控制体系。
2006年6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构建了国有企业全面
风险管理体系。
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要求上市公司率先执行。
这是我国继正式颁布和顺利实施与国际接轨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审计准则》之后，在会计和
审计领域推出的又一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改革，意味着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正在向国际标准
靠拢。
新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为中国企业首次构建了一个企业内部控制的标准框架，有效解决
政出多门、要求不一、企业无所适从的问题，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监管效率、降低监管成本，有利于
优化企业管理和增强企业竞争实力，有利于保障经济安全、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对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自我评
价报告，并可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价。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实施对于加强和规范企业内部控制，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防范
能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被称为“中国版SOX法案”的规范，被无数人寄予了厚望，《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
指引的实施必将对中国的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和大中型企业的规范化运作带来实质性推动，同时，对
于企业加强经营管理以及中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高速、稳健的发展，应加强内部控制，提高经济效益，而良好的
内部控制体系是确保企业目标实现的有力工具。
无论是传统的制造业，还是新兴的产业，都必须建立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内部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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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企业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分为理论篇和实务篇两部分。
理论篇以切合实务为出发点，针对企业的入理特点，尽可能详尽具体地解说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和管理
技能。
理论篇系统地介绍了企业内部控制的概念、作用、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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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尚存在不足　我国的上市公司由于各自发展历程不同、管理水平差异化等原
因，目前对内部控制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与国外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较大差距。
内部控制的工作还处于一种建立并初步实施的阶段，存在很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内部控制方式上，中国企业的“重管理轻治理”传统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杨莹指出，在金融危机发生时，大部分上市公司能够针对性地加强内部控制管理，但内部控制实施效
果的监督工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更多的还是一种“救
火式”的管理，内部控制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没有形成一种常态，更没有建成内部控制的长效机制
。
　　其次，内部控制执行力不足。
例如规章制度与行动脱钩，企业的管理层写一套却做一套；内部控制规章制度过时，很多已不符合实
际管理需要；内部控制制度未被真正落实，工作中存在不照章办事的现象，还有的企业内部控制流程
存在重复建设和部门间规章不一或相抵触的现象；有些企业明知故犯，管理层凭主观意识办事，只重
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而忽视对内部控制实施情况的监督，这也是内部控制执行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
　　德勤的调查为我国企业敲响了警钟：内部控制建设任重道远，企业应加快步伐，建立有效的内部
控制体系。
　　1.加强会计核算，提高信息质量的需要　　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使企业经营者在利益目
标上与企业的所有者并不一致。
企业经营者对会计信息的关注主要基于其个人利益目标以及对其政绩、声誉的影响，因此如果企业的
内部控制不严，则企业经营者提供给企业所有者的会计信息就有可能被扭曲。
同时，由于企业经营者与债权人的利益目标不一致，债权人所获取的会计信息也可能是虚假的。
为了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得到准确的会计信息，加强内部控制是关键的一环。
　　2.规划组织结构，遏制管理腐败的需要　　在目前已发现的企业领导人贪污腐败事件中，薄弱的
内部控制是导致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企业的权利过于集中，企业的内部控制不严，就会给贪污、挪用企业财产等非法行为带来可乘之
机。
一些单位负责人为了达到偷逃税收、谋取私利或小团体利益等非法目的，常常授意、指使甚至强令其
员工办理一些非法事项，从而损害了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
因此，企业应加强内部控制，合理规划组织结构并抓好内部监督，以便从源头上治理和彻底根除企业
管理层经济犯罪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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