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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部控制审计是在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

案》（简称“SOX法案”）颁布实施后才被提升到法律高度的。

SOX法案的404条款除了要求公众公司在年报中披露管理层

对内部控制的评价外，还要求独立审计师对管理层提交的内

部控制评价进行鉴证。中国证监会于1999年10月颁布了《关

于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又于2004年1月

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

知》，期间还颁布实施了一些专项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这些规

定和管理办法，对促进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起

到良好的规范和推动作用。2009年7月实施的《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为规范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提供了必要前提，作

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

评价报告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的广泛重视，但具体涉及这方

面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基于2007年上市公司年报的数据，收集

和分析其中的数据，指出上市公司自我评价报告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了相关意见。

一、文献综述

1. 国外学者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及相关信息披

露的研究。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下属的发起组织委员会

（COSO）建议，由管理当局或其指定的人员（如内部审计人

员）定期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

评价报告，注册会计师对管理当局的内部控制报告出具审核

意见，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注册会计师的验证报告一并对外

披露。此外，美国总会计师办公室（GAO）、美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AICPA）等机构也赞成强制披露内部控制报告。Hollis等

（2006）发现上市公司在按照SOX法案的404条款进行披露时

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由于企业组织结构的临近调整、会计风险

暴露、内部控制投入较少和不披露内部控制问题而导致较多

的审计人员辞职等。

Bupa（2004）认为SOX法案的颁布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

制信息披露提出了强制性要求，对财务报告的舞弊有一定抑

制作用，但实施成本很高。Maria等（2006）研究了按照证监会

要求进行披露的公司实施内部控制的隐含成本与内部控制有

效性之间的关系，发现披露有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和披露没

有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相比付出了更多的成本。 J援Efrim、

Boritz和Ping Zhang（2006）运用博弈理论模型分析了内部控制

报告和管理者薪酬之间的关系，认为管理层对内部控制信息

披露的成本较为关注。

Leone（2007）研究了年报中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

司，发现影响内控信息披露的因素包括组织结构的复杂性、重

要的组织变化以及公司在内控系统方面的投资。而Ge和

Mcvay（2005）则认为上市公司披露的实质性缺陷与公司经营

的复杂性有关，但与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的关系不大。Do yle

等（2005）通过抽样调查发现内部控制报告和公司盈余质量有

关，内部控制是盈余质量的一个驱动因素，并研究了内部控制

和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

2. 国内学者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及相关信息披

露的研究。袁敏（2008）认为在2006年以前，我国监管部门对内

部控制审计缺乏强制性的规定，因此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的披露较少，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

上。李明辉（2001）认为上市公司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在增强企

业内部控制、减少财务报告舞弊现象、促进上市公司管理层与

注册会计师的交流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侯淑华（2005）论

述了内部控制报告的意义和内容，认为我国一般行业上市公

司也应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现状进行

了分析。何凤平、吴军（2005）认为上市公司应加强对内部控制

的评价和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两者缺一不可，不能一轻一

重。陈关亭和张少华（2003）提出应强制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在

年报中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并要求注册会计师对该报告

发表审核意见。

蔡吉甫（2005）以2003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我国上

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

发现，经营业绩越好、财务报告质量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

披露内部控制信息，而财务状况异常（即被特别处理）的上市

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动力明显不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信息披露存在自愿披露积极性不高、披露流于形式和隐瞒不

利消息的问题，并就如何改进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

露问题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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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2007年上市公司年报数据，指出了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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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在《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工

作的通知》的第三条“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对内部控

制的检查和披露”中，明确提出“鼓励央企控股、金融类和其他

有条件的上市公司在披露2007年年报的同时披露董事会对公

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和审计机构对自我评估报告的核

实评价意见”。上交所在2008年1月2日发布的《关于做好上市

公司2007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中除要求“上市公司应当根

据中国证监会和本所相关要求，结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

设情况，在2007年年报全文的‘重要事项’部分，说明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建立健全情况”之外，还鼓励“有条件的上市公司同

时披露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估报告和审计机构对

自我评估报告的核实评价意见”。

杨有红和汪薇（2008）认为，2006年沪市上市公司内部控

制信息披露存在自愿性披露动机不足、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

评估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核实评价意见缺少统一标准等问题。

上述研究为我们了解上市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进行自我评

价及相关信息披露的现状提供了不同视角，但专门针对上市

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进行自我评价及相关信息披露的实证

研究还不多见。

二、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披露的现状

1. 数据来源。本文以在年报中披露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进

行自我评价及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截至

2008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布年报的1 351家上市公司

作为样本总体，其中深市490家、沪市861家。而在年报中披露

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的上市公司有1 317家，其

中深市467家、沪市850家，分别占各市总样本的95.31%和

98.72%（所有有关内部控制的信息均由笔者手工整理）。

2.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存在的问题。虽然证监会要

求上市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进行自我评价，但两市仍然有

34家上市公司没有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占到总样本

数的2.52%。从这1 351家上市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自我

评价报告的内容和数据上看，存在以下问题：

（1）总体指标偏低。我们对设置了内审机构，进行了内部

监督（内部控制部门定期向董事会提交内控检查监督工作

报告）、风险披露和缺陷披露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分析统计，见

表1。

由表1可知：淤总体上，设置内审机构的上市公司较多，占

到总样本数的45.97%；对风险披露的程度较低，只有21.24%，

说明由于市场的需求不足，对风险的评估和披露在我国上市

公司中还没有形成趋势，应该引起注意。于沪市中只有27家对

内部控制缺陷进行了披露，只占沪市总样本数的3.14%，而深

市却有290家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了披露，占深市总样本数的

59.18%，远远高于沪市的披露程度，但深市上市公司进行内部

监督和风险披露的比例偏低，只占深市总样本数的13.67%。

（2）对控制活动的披露程度不一。自我评价报告披露的关

联交易、对外担保、投资管理、募集资金、财务（会计）管理、业

务控制和内部信息沟通等内容中，披露对外担保的只有633家

上市公司，占总样本数的46.85%，在所有控制活动中披露程度

最低；而披露财务（会计）管理、内部信息沟通的上市公司分

别有1 004家和1 086家，分别占总样本数的74.32%和80.38%，

披露程度较高，其他控制活动居于两部分之间（见表2）。

（3）内部控制检查监督部门具体名称不一。查阅了两市上

市公司年报，发现只有621家上市公司设立了内部控制检查监

督部门，只占到总样本数的45.97%（见表1）；且有109家虽已经

设立但具体名称并未披露，占总样本数的17.55%；名称为审计

部的有223家，占总样本数的35.91%，数量最多；财务部类（即

隶属于经理层的）有6家，占总样本数的0.97%；沪市中有两家

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检查监督部门隶属于监事会，占总样本

数的0.32%；其他各类147家，占总样本数的23.67%，名称五花

八门，有100余种之多。内部控制检查监督部门的名称和隶属

关系不统一，特别是隶属于经理层，会给内部控制检查监督工

作和各种控制活动、经济权限的责任追究造成很大的困难，影

响内控工作的质量。

（4）缺陷披露内容不一致。我们对报告进行了分析和比

对，发现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方面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主要有以

下五种：淤既没有披露缺陷，又没有提出改进意见的（只说“公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名 称

已设置但名称未知

审计监察部

审计部

内部审计部

审计室

审计处

财务部类

监事会

其他各类

家数

109

74

223

27

21

12

6

2

147

621

所占比例

17.55%

11.92%

35.91%

4.35%

3.38%

1.93%

0.97%

0.32%

23.67%

100%

表 3 内部控制检查监督部门名称一览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控制活动名称

关联交易

对外担保

投资管理

募集资金

财务渊会计冤管理

业务控制

内部信息沟通

家数

726

633

791

764

1 004

744

1 086

所占比例

53.74%

46.85%

58.55%

56.55%

74.32%

55.07%

80.38%

表 2 内部控制活动披露程度一览表

沪市渊861冤

深市渊490冤

1 351

340

281

45.97%

322

67

28.79%

220

67

21.24%

27

290

23.46%

交易所
渊样本公司数量冤

名 称
缺陷披露风险披露内部监督内审机构

表 1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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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内部控制制度还需完善，公司今后将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

和公司需求，健全内控制度，使公司内控制度能对编制真实、

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对各项业务活动的健康运

行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提供保证”等这样的套

话）；于披露了缺陷，但只是一笔带过，并没有披露具体缺陷；

盂披露了具体缺陷（比如具体控制活动的缺陷和不足等），但

没有提出改进意见的；榆没有披露具体缺陷，但提出了改进意

见的；虞既披露了具体缺陷，又提出了改进意见的。从表4中我

们可以看出，第一种情况有121家，占到披露缺陷的上市公司

总家数的38.17%，不容忽视；披露了具体缺陷的上市公司只有

144家（18+126），仅占到披露缺陷的上市公司总家数的

45.43%，可以说缺陷披露程度比较低，应引起注意。

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缺陷不进行披露，其正

常的持续经营能力就值得怀疑，从而增加公司财务风险和经

营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的动机会更强。

如Chan等（2005）对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剖

析后，发现那些按照SOX法案404条款披露内部控制实质性

缺陷的公司相对于其他公司有更多的盈余管理行为和更低的

投资回报。

三、相关建议

斯蒂格利茨认为，一个健康发展的证券市场离不开人们

对证券市场的信心，而信心的原动力则来自于完善的信息披

露环境。上交所在2008年1月2日发布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07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中对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自我

评价报告是采用“鼓励”等这样的字眼，并没有提出强制性要

求。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积

极性不高且披露不规范的现状，笔者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1. 根据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和国外的经验，不应只对ST

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强制性规定，应通过法律

法规的形式对所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强

制性规定，对报告中内部环境、控制活动、风险评估、信息与沟

通和缺陷披露程度设定合适的底线，而不仅仅是自愿性披露，

且不能使底线的设定增加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董事会

应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负法律责任，在企业经营失败时，应对投

资者和相关利益者进行赔偿，促使其选择适当的控制标准对

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并获取足够的证据来支持

最终的评价结果，同时需要签署一份关于公司内部控制有效

性的书面申明。

2. 因为内部控制检查监督部门能够疏通企业委托代理

链条中的信息传递渠道，减少代理人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缓解代理问题，所以证券监管部门应强制要求上市公司设置

内部控制检查监督部门，尽量统一其具体名称。笔者认为该部

门隶属层级的高低会对它的职能发挥有影响，隶属的层级越

高越可能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故应规范其隶属关系，

使其隶属于董事会或监事会，而不应是经理层，增强其独立

性，以使其更严格地监管各职能部门，使公司在面对更激烈的

竞争时，具有更强的获利能力和流动性，会计政策更加稳健，

管理人员和会计人员更加称职。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对实现预

防会计错误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3. 规范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格式和内容，

比如，对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不仅要披露公司具体的内部控

制缺陷，还要提出与这些缺陷相关的改进意见。2006年，上交

所、深交所先后发布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同期发布的

还有国资委的《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这些规则本身

就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因此给上市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

度带来了一定的困惑。要真正实现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

披露的规范，提高其信息披露的质量，在理论上有一个统一的

框架和指南必不可少。所以，适时推出与2009年7月实施的《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相配套的应用指南很重要，将基本规范

中的原则、要素、框架有效地加以运用，是规范上市公司内部

控制信息披露的必要前提，也是提高内部控制审计质量的基

本依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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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内容的不同情况

既没有披露缺陷袁又没有提出改进意见

虽披露了缺陷袁但是没有披露具体缺陷

披露了具体缺陷袁但没有提出改进意见

没有披露具体缺陷袁但提出了改进意见

既披露了具体缺陷袁又提出了改进意见

家数

121

3

18

49

126

317

占比

38.17%

0.95%

5.68%

15.46%

39.75%

100%

表 4 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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