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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上市公司质量不仅

关系到广大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我国宏观经济的健

康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具备健全有效的内部控

制体系不仅是企业抵御危机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证券市场

监督管理层对上市公司监管的重要内容。

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告概述

1. 总体情况。根据深圳交易所 2008年度报告编制、报送
和披露的要求，上市公司应在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

审议评估、做出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并以单独报告的形式在披

露年报的同时在指定网站对外披露。2008年度深市共有 695
家上市公司单独披露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占深市 2008
年度披露年度报告上市公司总数的 91%，仍有 65家上市公司
没有按要求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其中：深市主板有

429家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占应披露公司总
数的 81%；中小板有 266家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
告，占应披露公司总数的 97%。由此可以看出，中小板公司内
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披露情况好于主板上市公司。

2援 内部控制报告外部评价情况。《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要求，上市公司应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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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从实际披露情况来看，2008年度深市共有 192家公司披
露了证券机构关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核查意见，占已

披露公司总数的 25%，其中中小板公司 190家，占中小板已披
露公司总数的 70%。共有 129家公司披露了会计师事务所关
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鉴证意见，占已披露总数的17%，
其中中小板公司 86 家，占中小板公司已披露总数的32%。
深市共有 67家公司同时披露了证券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的
外部核查报告，全部为中小板公司，占深市已披露总数的 9%，
占中小板已披露公司的 25%。上述数据说明中小板公司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情况好于主板上市公司。

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1. 内部控制评价依据认识不足。深圳交易所 2008年度报
告编制、报送和披露要求中明确指出，上市公司应当按照财

政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

本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规定，参照附件 2———公司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披露要求，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

审议评估。然而上市公司在报告中注明的内部控制评价依据

却是来自于《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上市交易规则》

以及公司自身《内部审计报告》等中的各种各样的评价依据，

很多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篇中找不到其内部控

制建立和评价的基本依据。由于评价依据不同，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报告的结构和内容均存在比较大的差异。

2008年度内部控制报告中共有 325家公司指出评价依
据为《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占已披露公司总数的 47%；共
有 397家公司指出评价依据为深圳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
制指引》，占已披露总数的 57%；仅有 242家公司同时指出评
价依据为《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

引》，占已披露公司总数的 35%。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评价依据认识不足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实施的重

要障碍。

2. 内部控制监督机构建设方面的问题。深圳交易所在自
我评估报告中要求上市公司说明公司专门负责监督检查的内

部审计部门的设立情况、该部门人员配备及工作情况。从已披

露的内部控制报告中可以看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监督检查

部门的建设任重而道远，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问题：

（1）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立。从已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的上市公司来看，共有 593家公司在报告中说明已经建立
内部审计机构，占已披露公司总数的 85%；中小板公司 234
家，占已披露中小板公司的 88%；深市主板公司 359家，占已
披露深市主板公司的 84%。在分析报告中也发现，有些公司报
告中说明有内部审计机构，而在其组织架构图中却找不到有

关内部审计机构的情况。

（2）内部审计机构名称。内部审计机构名称反映了上市公
司对于内部审计机构的定位，也决定了其在公司是否可以发挥

内部控制监督检查的职能。本文收集到的内部审计机构名称多

达 16个，可见上市公司对于内部审计机构在认知和定位上存
在严重分歧。

（3）内部审计机构主管领导。《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要

深市上市公司 2008年度内部控制报告分析
朱光龙

渊长江精工钢结构掖集团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 237161冤
【摘要】本文通过收集和分析深市上市公司 2008年度单独披露自我评价报告，深入探讨了深市上市公司 2008年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证券市场内部控制监管与评价提供建议。

【关键词】深市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报告 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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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董事会负责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同时指出，企

业应当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保证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

和工作的独立性。从内部控制报告分析发现，内部审计机构主

管领导有财务总监、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总经理，甚至有行

政副总、人事经理等。

（4）内部审计机构人员配置。内部审计机构人员配置的优
劣决定了内部审计机构是否具备能力实施内部控制监督职

能。从已经披露内部审计机构的公司来看，内部审计人员配置

3人以下的多达 398家，占已设立审计机构的 67%，其中多数
公司仅说明设立专职审计人员；而 3人以上内部审计人员配
置的公司比例不足 30%。从审计队伍基本要求和团队工作来
看，3人是最低标准，由此可见上市公司审计人员配置严重不
足，与其内部控制监督和检查职能不相匹配。

3. 内部控制自我评估行为缺乏。从已经披露的内部控制
报告分析中可以发现，只有 188家公司在报告中说明了公司
组织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工作或从内部审计机构工作情况可

以判定存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估行为，占已经披露内部控制报

告公司总数的 27%，其中中小板有 38家开展了内部控制自我
评估工作，占中小板公司总数的 14%，深市主板有 150家，占
深市主板公司总数的 35%。可以发现，多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自我评估报告缺乏应有的编制依据和基础。

从披露数量上看，中小板公司披露情况比较好；而就内部

控制建设和评价实质来看，深市主板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好于

中小板公司。

4.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分析。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是内
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核心内容。本文对 2008年度 382家公
司披露内部控制缺陷提出的内部控制方面的缺陷进行分类整

理，下表列出了上市公司存在的前十类缺陷，从中可以看出我

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现状和加快内部控制建设的必要性。

排在第一名的是内部审计建设。内部审计建设工作包括

内部审计力量加强、内部审计深度和范围扩大、内部审计独立

性加强、内部审计工作方法改进和内部审计人员素质提高等

内部审计多个方面。令人欣慰的是，大多数上市公司能够意识

到内部审计工作在内部控制完善和健全方面的重要作用，期

望这些认识到内部审计建设薄弱的上市公司能够在今后的内

部控制报告中详细说明在内部审计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和改

善措施。

控股子公司管理成为第二个重要缺陷，也说明了我国企

业发展的现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企业经历了快速发

展，集团化和多元化趋势非常明显，而控股子公司管理是集团

化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能否在效率和风险之间进行有效平

衡决定了中国企业发展的未来。多数上市公司均意识到控股

子公司管理方面存在的多种问题，反映了中国企业对于现代

企业管理的深度思考。

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体

现，也是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对于上市公司治理的强制性要求。

如何引导和发挥各专业委员会在上市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中

的重要作用，成为上市公司和监督管理部门的共同课题。

董监高管人员培训和内部控制培训不足缺陷反映了上市

公司在建设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中行动力的不足。当然，关于实

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相关部署还没有全面开展也是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培训和学习不足的原因。

由于上市公司对于内部控制的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因

此风险评估体系建设这一缺陷并没有引起上市公司足够的重

视，从而使得风险评估体系建设不足的缺陷仅仅排在缺陷分

类的第五位。

投资者关系管理和信息披露管理是上市公司对外沟通交

流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投资者关系管理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

上市公司重视。

信息沟通体系建设是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执行的重要保

障，设计再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都需要凭借信息沟通反馈机

制来进行监督和制衡。从 2008年度内部控制报告分析中发
现，在已披露内部控制报告的上市公司中只有 69家公司披露
其在 ERP管理系统中所做的努力和工作，占披露内部控制报
告上市公司的比例不足 10%。信息沟通体系建设需要投入大
量成本，如何正确处理内部控制系统有效性、企业运营效率和

信息沟通体系建设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上市公司实施内部

控制过程中的又一重要课题。

绩效考核机制存在缺陷也是影响部分上市公司运行效率

和成长能力的重要障碍，从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推进来看，有其

必然性。

5. 内部控制评价结果与实际存在偏差。尽管上市公司内
部控制存在前述的诸多不足和缺陷，然而从上市公司对自身

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结果来看则显得颇为乐观，这一现象与

2007年沪市研究结果基本吻合。在 2008年度已披露内部控
制报告中关于内部控制总体情况描述为完整合理有效、符合

上市监管要求、不存在重大缺陷等等类似评价的报告共计

662份，占已披露总数的 95%，仅有 27 份报告没有对内部控
制状况进行明确的表述。

这样的内部控制评价意见与目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实

际情况存在明显的偏差。例如，ST亚华和关铝股份在对公司
内部控制评价时均表示公司内部控制完整合理有效，但 ST
亚华因存在虚假信息披露、违规担保和大股东占用资金等问

题，证监会于 2008年 4月 8日对其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缺陷分类

内部审计建设

控股子公司管理

进一步发挥专业委员会作用

董监高管人员培训

风险评估体系建设

内部控制宣传和培训

投资者关系管理

信息披露管理

信息沟通体系建设

绩效考核机制

数量

184
75
58
49
43
29
15
15
10
6

比例

48%
20%
15%
13%
11%
8%
4%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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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公司董事进行处罚；关铝股份则存在未设董事会专业委

员会以及三会议事规则不规范等 13项内部控制缺陷。
三、关于内部控制的相关建议

1. 内部控制监管方面。
（1）尽快建立内部控制标准评价体系。从 2008年度深市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告分析可以发现，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结果均过于乐观，这与内部控制评价缺乏标准评价体

系有关。建议政策制定者从技术层面对内部控制评价意见进

行分类，而不仅仅是作有效或无效评价。多数上市公司担心内

部控制存在缺陷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等，因此在评价

中均倾向于评价为有效。建议参照审计意见类型或信用评级

评价，建立内部控制评价分级体系和相应的判断标准，可以真

实地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差异进行区分，便于上市公司

进行自我评价描述，也有助于市场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内部控

制状况进行评价和判断。

（2）进一步明确内部审计监督在内部控制中的重要地位。
从监管的要求明确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在企业内部控制中的重

要作用，应根据企业规模和组织架构建立内部审计人员基本

配置标准，明确内部审计负责人和内部审计汇报对象、明确内

部审计年度工作报告要求和建立内部审计向独立审计委员会

日常沟通机制，以及上述内部控制内容在上市公司年度内部

控制自我评估报告中的披露要求等。

（3）建立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跟踪机制。证监会和交易
所应建立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和整改计划跟踪机制，上市

公司应建立内部控制缺陷和更改定期披露机制，这样有利于

上市公司不断完善和健全内部控制体系，也有利于市场投资

者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进行评价和判断。

（4）加强证监会、交易所外部监管力度。证监会、交易所应
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监督和检查作为常规监管内容，建立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检查台账制度。2008年度深市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报告分析显示，只有 52家上市公司披露了证监会现场检
查和整改内容，占深市披露内部控制报告公司总数的 7%左
右。就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现状来看，这一比例显然过低，不利

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就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告

披露来看，上市公司对于证监会和交易所的核查意见非常重

视，整改效率比较高，建议上市公司整体年度核查比例不应低

于 30%，单一上市公司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内部控制外部核
查和监督。

交易所应参照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审核反馈制度建立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审核反馈制度，严把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报

告质量，力求保护内部控制报告信息真实、准确、有投资决策

价值。

（5）加强投资者教育，将内部控制作为评价依据。通过加
强投资者教育和培训，引导投资者将内部控制评价作为投资

决策依据之一，从而激励上市公司进一步改善内部控制体系，

内部控制体系不健全公司也有改进和完善的能动性。如果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方面工作成效不能被投资者所识

别，则上市公司就失去了内部控制完善的外部推动力。

2.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和评价方面。
（1）结合自身情况，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

进行全面部署，切实推进内部控制建设工作。上市公司应将内

部控制体系完善和有效作为董事会的重要工作。上市公司应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

要求全面开展内部控制体系构建、内部控制手册编制、自我评

估以及内部审计部门评估测试工作；针对内部控制建设中存

在的设计缺陷和执行缺陷作相应弥补和整改，为企业构建有

效的风险控制体系，为财务报告提供合理有效的保证机制。

（2）发挥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中的监督职能。从内部控制
分析中发现，上市公司内部审计建设薄弱，定位不清和内部控

制工作职责不明确是普遍性问题。上市公司应从自我风险控

制角度，加强和推进内部审计工作建设，切实发挥内部审计在

企业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令人欣慰

的是，大多数上市公司均意识到内部审计中存在的问题，并承

诺进行改进和完善，但广大投资者希望看到的是行动而不仅

仅是计划。

（3）建立有效风险评估体系和内部控制信息沟通平台。内
部控制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工作，其中有效的风险评估体

系是必不可少的基础，风险识别、衡量和重要性判断，以及如

何实施有效自我评估等对上市公司都是重要课题。由于这些

问题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市场环境、运行模式和组织分

工等密切相关，因此没有可以用于参照的现成风险评估模式，

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特殊性进行探索，力求做到既能控制风险，

又不影响企业运行效率和竞争能力的有效平衡。

（4）做好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工作，保证内部控制自我评估
报告真实、完整。内部控制体系与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发展相适

应，企业需要经常性进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工作。企业内部控

制自我评估包括管理层对于内部控制现状的自我评估及独立

的内部审计部门对内部控制流程和制度的测试性评估，对于

评估过程中发现的设计缺陷和执行缺陷落实整改人员、时间

和计划，在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中予以真实反映，便于

监管部门和广大投资者评价和判断。

上市公司应保证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准确

性以及管理的有效性和投资者决策有效性，并建立相应的保

障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质量的内部控制程序和制度。

由于受到资料收集的限制，本次研究没有能够收集到足

够的沪市上市公司 2008年度内部控制报告，因此没有进行沪
市和深市上市公司的对比分析。由于两个交易所对内部控制

报告的要求存在一定差异，进一步研究有助于探究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现状的全貌。

主要参考文献

1.周勤业袁吴益兵.上交所院沪市上市公司 2007年内部控
制报告分析.上海证券报袁2008-12-01

2.财政部等五部委.关于印发叶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曳
的通知袁2008曰7

3.刘大勇袁李翠霞.关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研究.商业研
究袁2008曰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