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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通过书面文
件定义风险
管理职责，
明确风险归
属责任 

 

•充分保障
监督机构
的独立性 

•将风险评
估结果与
内部监督
相联系 

四 

•控制内部
监督流程
各环节的
自身风险 

如何建立风险导向的 

内部监督模式？ 

BJNY集团案例 



 负责企业目标的设定与管理 

 对内部控制总体负责，有责任设
计和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对战略风险负责 

 对企业经营、筹资和投资活动中
的重大风险负责 

 对总经理、副总经理等其他重要
风险管理主体进行有效的督导 

 对子公司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
督导 

董事会 

一、明确风险归属责任：BJNY集团案例 



 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管人员
的业务胜任能力和道德操守进行
监督 

 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管人员
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 

 对公司重大的经营、投资和财
务活动进行监督 

 对相关控制活动的有效性进行
专项监督 

监事会 

一、明确风险归属责任：BJNY集团案例 



执行和实施风险管理机制，并促
进风险管理的持续改进 

 各级管理人员对职责范围内的相
关风险负责，并确保相关控制有效 

 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风险承担责
任，并对下属部门或人员的风险管
理职责履行情况实施督导 

 每项活动或流程都有人负责，并
承担相应风险 

管理层 

一、明确风险归属责任：BJNY集团案例 



 协助董事会履行其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和财
务报告方面的职能 

 监督复核与财务报告相关的风险和重要判断 

 监督复核内部审计制度及其实施情况 

 审议内部审计计划，以确保它包括了企业所
有的重大和高风险活动 

 监督管理层对审计结果和审计师建议的反应 

 监督复核企业反舞弊机制的建立和实施情况 

 对重大财务活动风险实施监督 

审计委员会 

一、明确风险归属责任：BJNY集团案例 



 持续监督和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协助监事会、董事会、管理层和业
务单元持续改进风险管理机制 

 对与监督活动的相关风险负责 

内部审计 

一、明确风险归属责任：BJNY集团案例 



 对业务活动层面的风险
负责 

 重点关注业务流程风险 

业务部门 

一、明确风险归属责任：BJNY集团案例 



 合规部：对相关活动的合法合
规性负责 

 财务部：协助业务部门加强和
改进财务风险管理机制 

 纪检委：对员工操守和行为进
行监督 

相关职能部门 

一、明确风险归属责任：BJNY集团案例 



普通员工 

 实行岗位责任制，对岗位操作风险负责 

一、明确风险归属责任：BJNY集团案例 



二、充分保障监督机构独立性：BJNY集团案例 

监事会 

股东大会 

内部审计 

图 9-2  BJNY 集团内部控制监督机构示意图 

各业务单元和各职能部门 

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 总经理 

职工代表大会 

 

领导关系 

 

 

报告关系 

 

业务关系 



三、将风险评估结果与内部监督相联系：BJNY集团案例 

 风险评估成果：形成风险数据库或风险清单 

 风险数据库或风险清单：控制活动和内部监督的依据 

 监督机构和人员：获取风险数据库或风险清单，进行风险排序 

 根据风险排序结果确定监督重点，并据此分配人员、时间和经费等监

督资源 

 把监督重点放在重大风险控制的效率效果上 

 风险随着时间推移会发生变化，上述过程应保持动态跟进 



三、将风险评估结果与内部监督相联系：BJNY集团案例 

风险评估 
风险数据库 

重大风险清单 

监督重点 

内部审计 

监督机构 



1建立监督基础 2设计和执行监督程序 3评估和报告监督结果 

高层基调 

监督机构设置 

理解和把握内部控制有
效性的依据和标准 

风险排序 

识别关键控制点 

识别有说服力的信息 

执行监督程序 

监督结果排序 

报告监督结果 

后续追踪 

4支持内部控制 

有效性的结论 

内部控制监督流程 

四、控制内部监督流程各环节的自身风险：BJNY集团案例 



表 9-3           BJNY 集团“建立内部监督基础环节的主要风险及其控制措施” 

业务环节 主要风险点 关键控制点 控制目标 控制措施 

高层基

调 

①高层传达了不正确的

价值观；②高层对内部

监督重要性的认识不

够；③高层对监督机构

工作的重视、支持不足；

④高层凌驾于内部控制

之上，或违反规程可能

导致员工效仿。 

①高层培训；

②高层行为；

③高层操守；

④企业文化

建设等。 

①高层保持恰当论

调；②高层对内部

控制及其监督要素

足够重视；③高层

支持监督者工作；

④高层恪尽职守，

以身作则，树立模

范效应。 

①举办会议，对董事、监事和高管

人员进行相关培训；②制定并公开

高层行为和道德操守准则；③加强

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培育良好的价

值观；④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确

保监督结果能及时反馈；⑤建立举

报制度和反舞弊机制，以帮助发现

和阻止不当或违规行为。 

监督机

构设置

及其权

责配置 

①监督机构设置缺少独

立性；②监督机构权责

配置不清晰；③监督者

业务能力不胜任；④监

督者道德操守缺失；⑤

监督范围或资源受限。 

①监督机构

设置及权责

配置；②监督

人员配备；③

监督独立性

评价；④监督

人员能力及

操守评价；⑤

监督资源或

工作范围评

价。 

①监督机构设置合

理；②监督机构工

作独立；③监督机

构权责配置清晰；

④监督机构配备的

人员能力胜任且具

备良好的职业操

守；⑤监督工作或

监督资源不受限

制。 

①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规范

运作，明确决策、执行、监督等方

面的职责权限；②制定并公开权责

配置文件，明确董事会、监事会、

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的权责关系

及议事规则；③为监督机构配备业

务胜任和道德操守良好的人员；④

定期评估监督者的业务能力和道德

操守；⑤为监督机构和监督者配置

相应资源，并使其工作不受限制。 

理解和

把握内

部控制

有效性

的认定

标准 

①缺少内部控制有效性

认定的统一标准；②相

关人员对内部控制有效

性的理解不同。 

①制定内部

控制有效性

的认定标准；

②解读并培

训有效性评

价标准。 

确保正确理解和把

握内部控制有效性

的认定标准。 

①结合内部控制目标，从内部控制

的设计和运行两方面，制定内部控

制有效性的评价标准，评价内容应

涵盖内部控制各要素；②举办会议

解读和培训有效性的控制基准；③

通过宣传和考试等手段在企业上下

统一有效性的控制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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