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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管理层实务操作指南》以财政部联合五部委于2008年6月28日颁布的基本规范及其2010年4月15日颁
布的配套指引为依据，并参考了截至2012年2月由财政部、中国证监会、行业协会等出具的政策法规。
因此，当出现新的规则或对现有规则的修订或解释时，《 管理层实务操作指南》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再
适用。
对该指南进行解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此编者和使用者应保持谨慎，并跟进基本规范及其配套
指引的更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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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摘要 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背景 有效内部控制的意义 《企业内部
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影响 推动内部控制体系的完善 加强企业的监督和评价机制 人员知识
的提升 执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需要考虑的事项及挑占 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对
中国公司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公司实施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需要考虑的事项  第二部分开始——项目的
启动 项目的监督 项目的管理 第三部分 范围界定与计划——项目有效进行的开端 确定战略性项目重点
：以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为切入点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定义 以风险为出发点 瞻定重要会计科目、披露
事项和业务流程或循环 步骤1 确定重要会计科目和披露事项应考虑的内容 步骤2确定业务流程（循环
）和子流程（子循环），并确定其与重要会计科目和披露事项的对应关系 步骤3 识别各重要会计科目
和披露事项的相关财务报表认定 步骤4对业务子流程（子循环）进行风险评估 步骤5 获得一份完整的
经营场所或业务单位的清单 步骤6确定应进行测试的经营场所 步骤7确定经营场所和先前识别出的业务
流程（循环）、子流程（子循环）之间的对应关系 内部控制的五个组成要素 内部环境 风险评估 控制
活动 信息与沟通 内部监督 其他考虑事项 直接控制和问接控制的概念 期末财务报告流程 信息系统总体
控制 多个经营场所的考虑 兼并与收购——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影响 第四部分记录——有效内部
控制的证据 步骤1确定记录的范围 步骤2建立流程记录 步骤3建立内部控制记录 信息系统总体控制的记
录 对内部控制所有要素的记录 步骤4评估内部控制设计 控制设计的有效性 需要进行运行有效性测试的
控制 第五部分 测试——确定内部控制的运行有效性 确认将要接受测试的内部控制 确定由谁来执行测
试 建立和执行测试计划 测试的性质 测试的程度 测试的时间安排 测试信息系统总体控制 程序开发 程
序变更 对程序和数据的访问（安全）  计算机操作 评估测试结果 第六部分 内部控制缺陷的评估及报告
内部控制缺陷的重要性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方法及标准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定量标准 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缺陷定性考虑 对控制缺陷进行识别、评估和分类的过程 步骤一 缺陷与目标——考虑控制缺陷与
内部控制目标是否相关联 步骤二 导致错报的合理可能性——评价缺陷是否存在导致财务报表错报的
合理可能性 步骤三 缺陷是否构成重大错报——评价缺陷或缺陷汇总可能导致的错报是否对财务报告
构成重大影响 步骤四 补偿性控制——评价是否存在运行有效的补偿性控制可以预防或发现财务报告
重大错报 步骤五业务负责人的重视——评价缺陷（或缺陷汇总）的重要程度是否足以引起相关财务主
管负责人的重视 步骤六 知情、有胜任能力并且客观的人员的重视——评价一个足够知情、有胜任能
力并且客观的人员是否能得出此项缺陷（或缺陷汇总）为重大缺陷的结论 缺陷的汇总评估 管理层报
告 第七部分沟通重要发现 第八部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以外的领域 确定重要业务流程及业务循环 评估
控制设计和运行有效性的方法 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识别、评估和分类的考虑 对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缺陷沟通和报告的考虑 关键术语的定义 中国内部控制法规 附录 附录一业务流程（循环）及子流程（
子循环）的示例  附录二财务报表上的重要会计科目与业务流程（循环）的对应关系示例 附录三业务
流程（循环）及子流程（子循环）与经营场所的对应关系示例 附录四业务流程（循环）风险评估示例
附录五流程图指南和样本 层次1流程图示例：销售业务流程 层次2流程图示例：通过现金的使用反映交
易和控制 附录六控制记录表样本 附录七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定义的应用示例 附录八常见问题 常见问
题索引  经验教训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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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如前所述，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要求管理层在公司范围内开展全面的内部控制，并进行全
面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其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范围。
开展公司全面的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对于国内企业而言，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尤其是为了满足上市公司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的要求，企业要在一定期间内建立完整的公司内部控
制体系并完成自我评估，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
 据对全球范围各区域对上市公司建立和评价内部控制的要求的了解，目前，也只有美国证监会和日本
金融服务厅对其境内上市公司提出了强制要求，要求公司管理层对公司有关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进行
年度评价并予以披露。
 另外，根据目前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内部控制评价主要是对关键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对这些关键
控制进行比较全面的测试。
关键控制指的是那些为实现公司主要控制目标所必需的控制，如果这些控制不存在，则无法实现相应
的控制目标。
 我国对有关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评价，其工作范围并不仅仅是对这领域中的关键控制进行
评价，也应对关注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进行评价，这一点已在配套指引及中国证监会、
审计师协会的法规中明确体现。
 由于国内外对开展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已经有了实践经验，同时从公司实施内部控制项目的可行性和工
作量出发，我们认为管理层在实施内部控制项目时应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实施工作确定为公司内部控
制实施的战略重点，同时关注实现其他控制目标（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提高经营效率和效
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即非财务报告领域，并在自我评价报告中描述自我评价过程中关注到
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情况。
 基本规范的配套审计指引中也对此进行了描述，“审计师应当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
意见，并对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
加‘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描述段’予以披露”。
但是审计师只有披露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责任，而没有对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
行审计的责任。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工作重点应仍然放在由审计师负有审计责任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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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管理层实务操作指南》旨在帮助管理层履行《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下简称“基本规范”）
中规定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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