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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一家缺乏有效内部

控制制度的上市公司，其风险无时、无处不在。但长期以

来，除了财政部颁布的《内部会计控制基本规范》外，我

国尚没有针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规范，不久前上海证券

交易所出台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指引》（以下简称

《指引》）适时弥补了这一空白。《指引》借鉴COSO组织内

部控制整体架构（IC-IF）及企业风险管理（ERM）的先

进理念和研究成果，使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从传统会计

控制过渡到管理控制阶段，实现了与国际先进理论的接轨。

内部控制目标

在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上，《指引》第二条规定，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目标依次为控制公司风险、提高公

司经营的效果与效率、增强公司信息披露的可靠性、确保

公司行为合法合规，最终实现公司战略目标。上述目标的

定位，吸取了COSO组织内部控制整体架构和企业风险管

理两个文献的理论精华，体现出风险导向和绩效导向两大

特点。风险导向内部控制是针对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风险

做出迅速反应的方法，内部审计师与管理部门一起识别和

评价经营风险，在收集资料、认识并评价风险的过程中，

对组织经营面临的风险与改良时机产生深刻见解。风险和

控制在实质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two sides of same

coin）”的效应，正因为要减轻和规避风险，人们才设计

内部控制系统。内部审计师在对内部控制进行分析和评价

时，更为关注组织目标、战略和风险管理程序，更为强调

内部控制在风险规避、风险转移和风险控制中发挥的作

用。传统内部控制以交易事项和财务处理为重点，体现了

内部控制查错防弊的目标。绩效导向内部控制，突出了内

部控制从消极防弊发展到积极兴利，从强调防护性发展到

强调效率性和效果性。风险导向和绩效导向的内部控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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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都服务于实现公司战略目标。

从我国相关的规定看，内部控制的目标定位主要还是

局限于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与资产的安全和完整以及查

错防弊等方面。这种目标定位更多地考虑了我国经济发展

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实际情况，上市公司作为我国企业中的

特殊群体，对内部控制具有更高的要求，内部控制不仅用

以防弊，还要兴利和增值，《指引》在这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内部控制主体

内部控制的主体，学术界和实务界已基本达成一致。

例如，COSO组织在内部控制整体架构的定义中明确了内

部控制的主体，认为内部控制“受企业董事会、管理当局

和其他员工影响”。正是“人”的因素使内部控制发挥作

用，良好的内部控制将责任赋予管理当局，他们负责设立

内部控制目标，使控制机制和作业发挥作用，并对内部控

制进行监督和评价，COSO组织同时也强调组织内所有人

在内部控制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

针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主体，《指引》第三条规定，

“董事会应确保内部控制制度健全有效，董事会及其全体

成员应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相关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与内部控制整体架构和特恩布尔报告相比，

《指引》仅把董事会作为内部控制主体，而忽略了另外两

个同等重要的控制主体，这是《指引》的一大缺陷。以银

鸽投资(600069)为例，其郑州分公司原负责人未经公司股

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连续三年对外提供委托理财资金分

别共计2.74亿元、2.00亿元和2.70亿元，还以银鸽投资

账内银行存款作保证，向银行借入资金后流入郑州分公司

“账外账”进行股票炒作，该公司高管上述行为均给公司

带来巨额损失。应该看到，在一个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

系统中，仅董事会发挥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若管理当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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