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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明确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标准，我国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内容。2006

年 6月 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内部控制指引》（简称《沪指引》），2006 年7月财政部发出

了《关于成立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的通知》，2007年 7月

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指引》（简称《深指引》），2008年 6月 28日财政部、证监

会、审计署、银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号称中国版“萨班斯

法案”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简称《基本规范》）。这一系

列法规的出台，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规范企业内部控制信息

的披露即将转入强制披露阶段。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对加强企业

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在信息不对称的资本市场中，充分披露信息可以提高投

资者的信心。Easley和 Hara（2004）基于新信息会为不知情的

投资者带来风险，会迟滞他们对于投资组合的调整这一假设

建立模型，发现对于信息的披露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程度。

Hermanson（2000）从投资者角度出发，以 9种财务报表使用者

为调查对象，分析他们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需求，结果发

现，调查对象认为自愿披露和强制披露内部控制报告都能促

进公司披露相关的内部控制信息。

本文拟在回顾国内外文献和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相关

政策、法规演变的基础上，提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程度指数，

用于测度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程度。

二、相关文献回顾

Chow和 Boren（1987）运用内容分析方法，设计了一个衡

量墨西哥制造业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财务信息的指数，并将

该指数用于研究其信息披露的程度以及背后的决定因素。

Deumes和 Knechel（2008）设计了一个衡量内部控制披露程度

的指数，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管理层是否明确公司内部控

制的目标；管理层声明自己对内部控制的责任；董事会对内部

控制有效性发表评价；审计委员会对内部控制的职责；公司风

险管理活动情况。另外，考虑到尼德兰彼特委员会对内部控制

的具体要求，建议监事会每年至少对执行董事的内部控制评

价进行一次讨论，这两位学者还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另一个标

准，即监事会应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评价。

陈关亭和张少华（2003）运用统计的方法对投资者进行调

查后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内容应当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声明内部控制系统整体设计是否健全、整体执

行是否有效，管理当局还需对内部控制系统设计及执行的有

效性作出声明并披露存在的重大缺陷；对内部控制系统固有

缺陷进行说明，同时说明内部控制规定的依据和标准；由企业

总经理签字，承诺对内部控制报告的可靠性负责。张立民、钱

华和李敏仪（2003）的研究是在《沪指引》、《深指引》和《基本规

范》出台前的背景下展开的，他们以当时内部控制披露较为规

范的银行内部控制框架为依据，结合 COSO对内部控制的定

义，指出 ST类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应该包含五个

方面的内容：淤说明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独立董事制度和对

高管人员的考核及激励机制是否健全；于董事会报告应披露

内部控制设计、执行的基本情况；盂监事会报告应说明是否建

立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榆较为全面地分析本公司的

内部控制制度；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部控制审核报告。李

明辉和王学军（2004）以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系列

关于银行内部控制规定的内容为基础，指出应该从董事会报

告、附件、监事会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核报告四个方面全

面评价上市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

三、内部控制披露指数的设计

本研究在《基本规范》、《沪指引》、《深指引》以及相关学者

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以下 12个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项目，以

此为基础对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项目的内容进行统计，表

1列出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项目的具体内容。

内部控制披露指数的设计采用如下计算公式：

Dscore=wj伊aj

其中：Dscore代表设计的内部控制披露指数；wj伊aj代表

第 j个项目的权重。Chow和 Boren（1987）采用调查问卷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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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确定该参数的取值，计算了加权的指数得分并与等权方式

的得分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相关系数高达 0.98。因此本文假设

各个项目在最终得分的计算过程中权重相等，则代表了第 j

个项目的取值。本研究对单个项目的赋值均采用单位值。

四、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以沪深两市 2008年度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的 16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表 2列出了样

本公司在各个项目的披露情况。

由表 2可以看出，在这 161家样本公司中，近 99%的公司

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了评价；处于第二位的是内

部控制的检查监督部门的披露，大多数公司的审计委员会为

负责部门，还有的建立了经营管理部、督察部负责内部控制的

检查；超过 90%的样本公司管理层在年度报告中明确了公司

内部控制的目标；大约一半公司的监事会对内部控制的有效

性发表了评价；约 86%的公司说明了评价的标准或依据，这些

标准、依据基本上是《基本规范》、《沪指引》和《深指引》。但是，

以下几个方面的披露情况并不理想。一是只有 41.61%的样本

公司对风险管理活动进行了描述，而其他公司并未详细披露

风险情况。内部控制的本质是控制风险，防患于未然，所以对

风险管理的描述很有必要且很重要。二是披露完善内部控制

制度的有关措施及下一年度内部控制有关工作计划的只有

34家，占 21%，这样的披露程度离要求还相差很远。而披露内

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只有 2家，这说明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实

质性披露还很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三是在这些披露内部控

制的公司中，只有 74家样本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经

过注册会计师审核，比例还不到一半，注册会计师的审核在公

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工作有待加强。

本研究在对各个项目的披露情况进行统计的基础上，对

所有样本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进行了归纳综合，由

此计算出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所示：

由表 3可以看出，样本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均值

为 7.68分，略低于中位数 8分，表明样本公司内部控制信息

披露整体状况良好。四分位距仅为 2，表明披露得分比较集

中，半数公司内部控制披露指数位于 7 耀 9分之间。样本公司

中内部控制披露指数最低仅为 1分，表明公司在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中存在并未披露实质性信息的情况。最大值为 11

分，未得到 12分的原因是很少有公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五、结论

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 12个项目

用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的设计。然后以沪深两

市 2008年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公司为样本，分析了

样本公司对各个项目的披露状况。设计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指数的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基本良好，

但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并未披露内部控制缺陷，仍然存在部分

公司信息披露流于形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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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评价 1

企业董事会对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负责 1

监事会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评价 1

管理层在年度报告中明确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 1

年度报告中描述了内部控制的检查监督部门 1

公司描述了风险管理活动 1

说明所依据的内部控制规定或标准 1

对内部系统固有缺陷的说明 1

外部审计师应该出具审核意见 1

管理当局还需披露存在的重大缺陷 1

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进行简要描述 1

完善内部控制的有关措施以及下一年度内部控制有关工作计划 1

赋值

表 1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项目总结

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评价

企业董事会对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负责

监事会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评价

管理层在年度报告中明确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

年度报告中描述了内部控制的检查监督部门

公司描述了风险管理活动

说明所依据的内部控制规定或标准

对内部系统固有缺陷的说明

外部审计师应该出具审核意见

管理当局需披露存在的重大缺陷

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所涉及的范围和内容进行简
要描述

完善内部控制的有关措施以及下一年度内部控制
有关工作计划

披露
数量

表 2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统计

披露
比例（%）

159

137

85

146

152

67

139

130

74

2

112

34

98.76

85.09

52.80

90.68

94.41

41.61

86.34

80.75

45.96

1.24

69.57

21.12

表 3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描述性统计

样本量

161

最小值

1

最大值

11

均值

7.68

25%

7

50%

8

75%

9

分位数

披 露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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