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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国内外一系列公司财务报表舞弊事件发生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健全有效的

内部控制对于预防舞弊事件的发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 年 5 月和 2010 年

4 月，我国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先后发布了《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在基本建成我国企业内控规范体

系的同时，确立了企业内控有效性的自我评价制度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随着

我国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提出新要求，聘请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内部

控制进行审计成为保证内部控制有效实施的制度安排。 

本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前言，主要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主要贡

献和不足之处；第二部分为第一章，概述了内部控制审计的含义，并结合实际工

作体会，将与内控审计相关概念关系进行厘定，以更清晰地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

第三部分为第二章，回顾了内部控制审计的演变过程，就美国财务报告内控审计

制度演变的基本特征进行总结，并由此引出对我国内控审计制度变迁的介绍与思

考，同时就我国内控审计制度变迁与国际各国（如美国、英国及欧盟等国家）存

在的实质差异进行了阐述，求同存异，为下一步比较分析提供研究基础；第四部

分为第三章，鉴于美国在内部控制审计方面的有益经验，以 PCAOB 第 5 号审计准

则及其对于小型公众公司的审计指南为蓝本，结合我国刚刚颁布的《企业内部控

制审计指引》，简要介绍了中美内部控制审计相关规范的内容和框架，并在此基

础上，从鉴证的范围、鉴证的标准、鉴证的时间界定、整合审计方法和审计报告

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以及理论界的相关建议，引申思考我国

下一步推行内部控制审计的相关考虑；第五部分为第四章，基于我国企业内部控

制及注册会计师行业现状，分别从监管部门角度、上市公司角度和会计师事务所

角度提出我国下一步推行实施内控审计制度的现实考虑。 

本文的主要贡献：通过回顾内部控制审计演变过程，梳理我国内控审计制度

形成过程以及自身特征，在此基础上借鉴美国在内部控制审计方面的有益经验，

以 PCAOB 第 5 号审计准则及其对于小型公众公司的指引为蓝本，结合我国《企业

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内容以及理论界的相关建议，分别从监管部门角度、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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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角度和会计师事务所角度，对我国下一阶段实施企业内控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

提出现实考虑，以期保障企业内控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顺利实施。 

本文的不足之处：由于笔者从事的是财务报表审计工作，缺乏内部控制审计

的实际工作经验，仅能从理论的角度，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提出相关的意见

和改进建议。具体内容的可行性还有待指引实施后的实践检验。 

 

关键词：内部控制审计；比较研究；整合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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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a serie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fraud at home and abroad, People 

increasingly recognize that perfect 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to prevent fraud events 

play a crucial role. May 2008  and  April 2010, China's Ministry of Finance, 

Securities and regulatory Commission,the Audit Commission,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China Insurance Regulatory Commission has issued the 

"Basic Standard for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 and " The enterprise internal control 

supporting guidelines", Basically completed the  system  of  internal control  and 

at the same time established a self-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corporate internal control  and CPA audit system. As China's  legal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listed companies made new demands on enterprises to employ  

CPA to audit the internal control a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5 parts: introduction describes the background of 

writing this article, the main contributions and shortcomings; Chapter Overview the Ⅰ

meaning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audit,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clarify the concept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nal control in order to more clearly  

define the scope of this study; Chapter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Ⅱ

audit, summariz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l audit of the U.S. 

financial reporting system, and thus leads to introduce and thinking of the changes of 

China's internal audit system, While China's internal control audit system vicissitud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essence of state) exist differences were introduced,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to provide research for the next step based on 

comparative analysis; Chapter  in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ternal control Ⅲ

auditing useful experience, we regard PCAOB Auditing Standards No. 5, and for a 

small public company audit guide as the simple, combined with our recently issued 

the "Guidelines for Audit Of Internal Control", Briefly introduced the related standard 

sino-us internal control auditing the content and framework; On this basis, th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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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ttestation, attestation standards, verification of the time defined, integrated 

audit approach and audit reports in areas such as comparative studie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 and the relevant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heoretical 

circle, thinking of the next step to implement extended Relevant to consider the audit 

of internal control; Chapter   based on our internal control and status of the CPA Ⅳ

profession, respectively, from regulators’ perspective, Listed companies perspective 

and accounting firms to implement furth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l auditing 

system of the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article: By review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audit, combing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l auditing system of our country an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on this basis, draw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ternal control audit 

of the helpful experience to PCAOB Auditing Standards No. 5 and its guidelines for 

small public companies Modeled in our country, "Internal Control Audit Guidelines" 

theory of community content and recommendations, respectively, from the regulatory 

perspective, Listed companies perspective and the perspective of accounting firms, 

the next pha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in a realistic CPAs 

Audit consideration to protect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 of CPA audit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Inadequacy of this: As the author is engaged in the audit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lack of internal control audit of the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only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he use of comparative method, to make relevant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The feasibility of specific content guidelin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has yet to be tested by practice. 

 

Key Words: Internal Control Audit；Comparative Study；Integrated Au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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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前 言 

一、 本文的研究背景 

20 世纪初，安然、世通等财务报表舞弊案件的发生，严重冲击了美国乃至

国际资本市场的正常秩序。诸多研究显示，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是导致企业经营失

败并 终铤而走险、欺骗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重要原因。为此，许多国家先后通

过立法强化企业内部控制。2002 年 7 月 30 日，美国国会出台了公司改革法案（《萨

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简称“萨班斯法案”或“SOX”）。2004 年 11 月，香港联

交所发布了《企业管治常规守则》。2005 年 6 月 23 日，韩国内部会计控制系统协

会发布了《内部会计控制系统规范》。2006 年 7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金融商品交

易法案》。上述立法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从制度安排上要求上市公司管理层强化

内部控制的法律责任，并要求上市公司及外部审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系

统有效性发表意见。  

从我国内部控制立法情况来看，1999 年修订《会计法》、2001 年发布《内

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以来，审计署、国资委、证监会、银监会、保监

会以及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政府部门和单位都相继从不同角度对加强内部控

制提出要求，但这些内控规定主要着眼于会计控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

环境的变化，“银广夏事件”、“郑百文事件”、“中航油巨亏事件”、“中信泰富衍

生品投资失败事件“等触目惊心的案件的出现，说明单纯依赖会计控制已难以应

对企业面对的市场风险，会计控制必须向风险控制发展，也说明各监管部门之间

的内控要求也有待于进一步协调，以便为进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和外部评价提供

统一标准。 

2006 年 7 月 15 日，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等

部门联合发起成立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旨在研究、制定一套具有统一性、

公认性和科学性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2008 年 5 月 22 日，财政部、证监会、审

计署、银监会及保监会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下简称

《基本规范》）。这标志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是我国企

业内部控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基本规范》自 2009 年 7 月 1 日起首先在上

市公司范围内施行，鼓励非上市的其他大中型企业执行。同时，《企业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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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指引》（征求意见稿）

也一并公布，公开征求意见。 

经过近两年的调研和反复征求意见，2010 年 4 月 15 日，财政部会同证监会、

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制定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 1 号—组织架构》等

18 项应用指引以及《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以下

简称《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至此，我国以《基本规范》为统领，以应用指

引、评价指引和审计指引等配套指引为补充的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正式形成。

《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施行，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施行；

在此基础上，择机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施行，并鼓励非上市大中型企业提

前执行。执行《基本规范》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大

中型企业，应当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同

时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报

告。 

以上介绍显示，实施企业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审计在我国作为新的制度安排

已然应运而生。那么，注册会计师如何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审计，实现合理保

证的目标，向社会公众披露真实可靠的财务报告信息，也就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 本文的主要内容、意义及局限性 

国内外一系列公司财务报表舞弊事件发生后，人们认识到健全有效的内部控

制对预防舞弊事件的发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内

部控制建设提出新要求，聘请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审计成为保证内部

控制有效性的关键环节。《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以下简称《审计指引》或《指

引》）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向前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 

从《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的内容来看，基本借鉴了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

督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简称 PCAOB）的第 5

号审计准则关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内容，但其审计目标、范围定位于广义

的内部控制，较美国财务报告内控审计范围更广，对企业和注册会计师的要求更

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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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控审计实施的情况来看，在指引出台之前，我国并未有常态化的内控审

计机制，仅仅在 A股 IPO 申报环节或赴海外上市要求需要进行内控审计，尚无系

统的、较明确的、具备可操作性的审计操作指南。新出台的《企业内部控制审计

指引》，借鉴了美国 PCAOB 新出台的第 5 号审计准则，以原则导向为基础，更

多针对内控审计的步骤及总体思路进行界定和明确。结合美国实施萨班斯法案的

情况看，PCAOB 除了对第 2号审计准则进行修订和改良外，还出台了包括《小型

公众公司的审计指南》在内的相关操作指南。考虑到我国内控审计的范围更广、

对企业和注册会计师的要求更严格，更有必要借鉴美国财务报告内控审计的实施

经验，就相关内控审计问题出台更为明确的内控审计讲解或操作规则，以保障企

业内控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顺利实施。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通过回顾美国内部控制审计的演变过程，将美国及我国

内部控制审计制度演变特征进行归纳，剖析我国内控审计制度演变与美国存在的

差异。借鉴美国在内部控制审计方面的有益经验，以 PCAOB 第 5 号审计准则及

其对于小型公众公司的审计指南为蓝本，结合我国已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

引》的具体情况以及理论界的相关建议进行比较研究，引申思考我国下一步制定

内控审计讲解或操作指南的相关考虑，并分别从监管部门角度、上市公司角度和

会计师事务所角度，对我国下一阶段实施企业内控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提出现实

考虑，以期保障企业内控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顺利实施，也希望为促进我国的

内控审计研究做些努力。 

但是由于笔者从事的是财务报表审计工作，缺乏内部控制审计的实际工作经

验，仅能从理论的角度，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提出相关的意见和改进建议。

具体内容的可行性还有待指引实施后的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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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内部控制审计概述 

第一节  内部控制审计的含义 

一、 国外情况 

国外对于内部控制审计的研究，始于美国审计领域。1936年，美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在其发布的《独立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告审查》文告中，首次提出审计师

在制定审计程序时，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审查企业的内部牵制和控制。

1939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程序委员会公布了《审计程序文告第1号》，

在所修改的标准化审计报告中，首次增加了对内部控制审查的内容，之后又在发

布的多个文件、法令中明确提出以内部控制为基础的审计程序。1978年，美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下设的柯恩委员会(Cohen Commission)建议企业管理当局在披露

财务报告时，提交一份关于内部控制系统的评价报告，说明管理当局对公司会计

系统及其控制的评估，包括对控制系统固有限制及公司对独立注册会计师认定的

重大缺陷做出反应的描述，并要求独立注册会计师对该报告进行证明。美国国会

下设的Treadway委员会(全美反舞弊财务报告委员会)在其报告中也提出了类似

的建议。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并颁布了《萨班斯一奥克斯利法案》，为上市公

司规定了一个内部控制的评价和报告体系，以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加强内部

控制信息的透明度。依该法案成立的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

在2004年颁布的第2号审计准则《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

（PCAOB AS NO.2）中，明确提出内部控制审计的涵义是：“注册会计师对财务

报告内部控制进行的审计，包括对管理层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发表鉴

证意见，以及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等两个方面。” 

二、 国内情况 

我国对于内部控制审计的研究大体上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96年，财政

部发布的《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9号—内部控制和审计风险》，首次提出内部控

制审计概念。在2010年4月《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颁布之前，国内学术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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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界对内部控制审计涵义的探讨，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舒文定

（2001）等认为内部控制审计是从传统的会计事项为基础的详细审计转化和发展

过来的一种新型审计方式。他们指出，内部控制审计的定义是以内部控制为对象，

在评审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基础上，决定抽查会计资料的内容、范围和程

序，据以进行符合性和实质性测试的一种审计方法。二是罗永平、王玉琦、叶静

等（2000）认为内部控制审计是传统审计向管理型审计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延伸审

计方法。他们指出，内部控制审计是审计组织在开展财务收支审计、任期经济责

任审计、经济效益审计等管理型审计项目过程中的“伴生品”，是以促进企业加

强管理、提高效益为目的的一种建设性的审计方式，是对客户的一种附加服务。

三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2002年发布的《内部控制审核指导意见》（简称《意

见》）第二条指出的，内部控制审核是指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就被审核单位管

理当局对特定日期与会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进行审核，并发表审

核意见。 

笔者认为，内部控制审计的涵义具有发展性和延伸性。以上三种代表性观点

都是内部控制审计在不同审计模式和发展阶段的针对性观点，反映了内部控制审

计发展的不同过程。本文综合考虑各方观点，认为内部控制审计是指会计师事务

所接受委托，对特定基准日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进行审计（简称企业内

控注册会计师审计）。企业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审计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

系实施中引入的强制性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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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内部控制审计与相关概念关系的厘定 

正如上文所述，本文所指内部控制审计为会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特定基

准日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在实际执行中，《企业内部控制审

计指引》规定：注册会计师可以单独进行内部控制审计，也可以将内部控制审计

与财务报表审计整合进行（即整合审计）。同时，在《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中又明确规定：“为企业内部控制提供咨询的会计师事务所，不得同时为同一企

业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可见，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中的内部控制

评价、内部控制咨询、内部控制评价等工作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本质区别。厘清

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充分认识内部控制审计的独特作用，切实推进内部控制审

计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 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中的内部控制评价之间的关系 

财务报表审计中的内部控制评价，是指注册会计师在进行财务报表审计时应

当了解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必要时进行内部控制的控制测试，识别潜在错报的类

型，考虑导致重大错报风险的因素，旨在为编制审计计划、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实

质性测试程序时能够准确确定审计重点和抽样规模提供可靠依据，它是财务报表

审计的重要环节。 

两者有以下联系：（1）实施的基本程序相同，即均包括对相关内部控制的了

解、测试和评价；（2）所使用方法基本相同，均可采用询问、观察、检查、穿行

测试等方法来了解和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3）两者的执行者可以也应该为同一

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一组审计人员；（4）两者的结论可以相互利用。 

两者有以下区别：（1）目的不同，即对于财务报表审计来说，内部控制评价

是手段，只是财务报表审计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内部控制审计是目的，是一种独

立的审计类型；（2）范围不同，即财务报表审计中的内部控制评价范围分为与财

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作为专项鉴证目的的内部控制审计的范围为广义的内部

控制，涵盖公司所有的控制，不仅仅局限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3）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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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精确度要求不同，即财务报表审计中的内部控制评价只是作

为实质性测试的重要依据，对精确度要求较低，只会影响审计效率，一般不会影

响审计效果，而作为专项鉴证目的的内部控制审计是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直接发表

意见，要求评价结论有较高程度的保证水平；（4）报告意见不等同，由于内部控

制对于财务报表信息的影响是一种基础性、过程性的影响，不能将财务报表审计

的报告意见与内部控制审计的报告意见等同，但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内部控制报

告意见对于财务报表报告意见的影响。 

二、 内部控制审计与企业内部控制评价之间的关系 

《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规定：内部控制评价是指企业董事会或类似权力

机构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评价、形成评价结论、出具评价报告的过程。

内部控制评价直接催生了内部控制审计的产生，两者即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并行不悖。 

两者有以下联系：（1）实施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审计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均

旨在强化企业内部控制，通过制定企业自我评价和注册会计师外部审计两大制度

安排是政府监管部门强化企业内部控制，促进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终极目标。

（2）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内部控制审计中可以适当利用企业内控自评工作。一般

而言，企业内控自评工作应先于注册会计师内控审计进行，因此，适当利用企业

内控自评工作及其成果，可以相应减少注册会计师的工作量，提高内控审计效率。

但是，注册会计师的内控审计责任，不能因为利用了企业内控自评工作而减轻，

这就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利用企业内控自评工作时，必须毫不放松风险意识，特别

要在评估企业内控自评人员客观性和胜任能力等方面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 

两者有以下区别：（1）责任主体不同。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评价

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企业董事会的责任，但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

则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2）实施依据不同。上述企业内控责任与注册会计师内

控审计责任的划分，决定了企业实施内控自我评价和注册会计师实施内控审计必

须按照不同的规则独立完成，两者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和免除。即内部控制评价应

遵循《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开展，而内部控制注册会计师审计应遵循《企业

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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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内部控制审计与内部控制咨询之间的关系 

内部控制咨询是指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对客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检查，

以发现其中存在的重大缺陷，分析可能产生的后果，向客户管理当局提出改进建

议的一项管理咨询业务。内部控制咨询与内部控制审计是两种不相容的业务。为

了防止注册会计师在内部控制审计中出现自我评价损害独立性的情形，美国《萨

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禁止注册会计师向审计客户提供大部分类型的非审计服

务。美国 PCAOB 发布的第 5号审计准则《与财务报表审计整合进行的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审计》规定，内部控制审计应当与财务报表审计整合进行，负责财务报表

审计的事务所不能同时为同一公司提供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咨询服务，以

避免自我评价情况的发生，但提供其他方面的内部控制咨询服务则不受限制。 

根据笔者的工作经验，在《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出台之前，我国并未有

常态化的内部控制审计机制，仅仅在 A股 IPO 申报环节或赴海外上市要求需要进

行内控审计，因此尚无较明确的、具备可操作性的审计操作指南。而针对内部控

制咨询，在基本规范出台之前，注册会计师较少有单独收费的内控咨询业务，仅

仅是基于委托人的要求，在财务报表审计结束后同时提交一份管理建议书。该管

理建议书中就有针对内部控制缺陷以及改进建议进行阐述，但一般作为审计报告

的“附属品”。因此，厘定内控审计与内控咨询业务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注册

会计师保持其自身独立性，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注册会计师明确审计责任、开拓非

审计服务业务。 

在我国会计市场上，为了防止提供非审计服务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独立性带来

的不利影响，财政部等五部委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明确规定：“为

企业内部控制提供咨询的会计师事务所，不得同时为同一企业提供内部控制审计

服务”。《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借鉴了美国 PCAOB 的第 5 号审计准则，以原则

导向为基础，更多地针对内控审计的步骤及总体思路进行界定和明确。 

可见，在我国，内部控制咨询与内部控制审计是两种不相容的业务。注册会

计师可以单独进行内部控制审计，也可以将内部控制审计与财务报表审计整合进

行（即整合审计），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此处的“整合”不包括注册会计师对

同一家企业既做咨询又做审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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