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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5年以来，变幻莫测依旧是国内外经济金融态势
的主要特点，经济增速逐渐趋于平稳，经济结构调整速度

加快，市场化改革同样处于深化推进的状态。在金融领

域，不仅存在着同业竞争，跨行业竞争也呈现出日趋激烈

的白热化状态，深化金融改革的步伐正大力推进，同时监

管政策也趋严叠加，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于金融行业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于提高利益

相关者对于企业发展能力的认识程度具有参考价值，也

能够发挥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的

信号传递作用。鉴于此，本文以银行、证券、保险业为代

表，选择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的 39家上市金融企业
（包含商业银行16家、证券公司19家、保险公司4家）为样
本，以 2011 ~ 2013年年度报告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为数据来源，围绕信息披露依据、位置与内容对上市金融

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现状进行评价，并提出内部控制

信息披露完善建议。

二、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依据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依据是指企业依照国家法律以及

监管要求设立了内部控制制度，由此作为建立企业内部

控制依据的规范性文件。2011 ~ 2013年上市金融企业内部
控制信息披露依据如表1所示。
不难看出，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依据

不尽相同，缺乏固定的披露依据。但 39家样本企业在
2011 ~ 2013年均能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作为内部
控制信息披露依据。

三、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位置

内部控制信息的基本披露位置包括年报内部控制章

节、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

计报告、公司治理报告、董事会报告、监事会报告等。2011
~ 2013年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位置如表 2
所示。

金融企业在进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时，对披露位置

的选择缺乏统一的规范及标准，可比性不足，呈现出多元

化的特点。2011年，金融企业对内部控制信息基本上在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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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对于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发展能力的认识程度具有参考价值，也能够发挥向外

部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的信号传递作用。本文以银行、证券、保险类上市金融企业为代表，以2011 ~
2013年年度报告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为数据来源，围绕信息披露依据、位置与内容对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
信息披露现状做出评价，进而提出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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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状况评价
——基于2011 ~ 2013年年报的分析

《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

《企业内部控制
配套指引》

《公司法》、《证券法》

上交所、深交所
《内部控制指引》

其他依据

银行业

披露
数

48

40

3

14

29

比例
（%）

100

83.33

6.25

29.17

60.42

证券业

披露
数

57

23

16

28

25

比例
（%）

100

40.35

28.07

49.12

43.86

保险业

披露
数

12

9

0

3

7

比例
（%）

100

75

0

25

58.33

表 1 2011 ~ 2013年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依据 年报内部控制章节

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

专业机构出具的
审计报告

公司治理报告

董事会报告

监事会报告

银行业

披露
数

33

45

44

30

29

25

比例
（%）

68.75

93.75

91.67

62.50

60.42

52.08

证券业

披露
数

37

57

54

55

55

52

比例
（%）

64.91

100

94.74

96.49

96.49

91.23

保险业

披露
数

5

12

9

9

5

8

比例
（%）

41.67

100

75

75

41.67

66.67

表 2 2011 ~ 2013年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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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报告、监事会报告、公司治理报告中进行披露。但在

2012年及 2013年，之前分散披露的内容逐渐被整合在内
部控制章节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进行披露，使得

不同章节中的相关信息汇集起来。具体表现为 2011年 39
家上市金融企业只有12家（银行业7家、证券业4家、保险
业 1家）在年报中单独列示了内部控制这一章节，但在
2012年及 2013年，单独列示了内部控制这一章节的上市
金融企业上升为34家（商业银行14家、证券公司18家、保
险公司2家）。
以证券业为例，2011年，只有国元证券、宏源证券、山

西证券、西南证券 4家证券公司在年报中单独增设了“内
部控制”这一章节，其余15家证券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部
分被涵盖在公司治理结构中，部分分布在董事会报告中。

然而到了 2012年，除中信证券以外，其余 18家证券公司
都在年报中单列“内部控制”章节对内部控制信息进行了

披露。

此外，2013年39家金融企业均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做出了披露。由此可见，金融行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情况正逐步改善。

四、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内容

1. 内部控制责任主体与治理层意见。在内部控制责
任主体方面，2011年、2012年分别有 32家、36家上市
金融企业在年报中表明了以董事会为内部控制评价的责

任主体，直至 2013年 39家样本公司中共有 38家公司明
确指出了以董事会为责任主体；关于内部控制声明，2011
~ 2013年，以证券公司的披露情况较为可观，19家上市
证券公司均对董事会关于内部控制的声明做出相应表

述。由此可见，上市金融企业对于内部控制的责任主体

与治理层意见的披露情况较为理想。具体情况如表 3
所示：

2. 内部控制要素。内部控制要素披露情况如表4所示。
根据对 39家样本上市金融企业的统计，2011 ~ 2013年完
整披露了五要素的金融企业数分别为 30家、31家和 33
家。有关五要素方面的披露情况，证券业略优于银行业与

保险业。2013年，已有13家商业银行、17家证券公司、3家
保险公司对内部控制五要素进行了完整说明。不难看出，

金融行业七成以上的上市公司均能够明确评价重点，完

整地披露内部控制五要素，主要从运营环节着手。总体而

言，内部控制披露的具体内容对于五要素的体现，越来越

趋向于统一的基本范式。

3. 内部控制主要措施与下年计划。近三年来上市金
融企业在内部控制本年度主要措施方面的披露情况相对

有所改善，2011 ~ 2013年披露了内部控制本年度主要措施
的上市金融企业数分别为 28家、24家和 22家，但对下一
年度内部控制计划的披露情况还不够理想，披露数量较

少，且信息含量不高，流于形式。具体情况如表5所示：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完整披露内部
控制五要素

未完整披露
内部控制五要素

评价内部
控制五要素

未完整披露
内部控制五要素

评价内部
控制五要素

未完整披露
内部控制五要素

银行业

披露
数

11

5

12

4

13

3

比例
（%）

68.75

31.25

75.00

25.00

81.25

18.75

证券业

披露
数

15

4

16

3

17

2

比例
（%）

78.95

21.05

84.21

15.79

89.47

10.53

保险业

披露
数

4

0

3

1

3

1

比例
（%）

100

0

75.00

25.00

75.00

25.00

表 4 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要素披露情况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明确董事会
为责任主体

董事会关于内
部控制的声明

明确董事会
为责任主体

董事会关于内
部控制的声明

明确董事会
为责任主体

董事会关于内
部控制的声明

银行业

披露
数

12

12

14

12

15

14

比例
（%）

75.00

75.00

87.50

75.00

93.75

87.50

证券业

披露
数

16

19

18

19

19

19

比例
（%）

84.21

100

94.74

100

100

100

保险业

披露
数

4

3

4

3

4

3

比例
（%）

100

75.00

100

75.00

100

75.00

表 3 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责任主体与治理层意见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本年主要
内部控制措施

下一年度
内部控制计划

本年主要
内部控制措施

下一年度
内部控制计划

本年主要
内部控制措施

下一年度
内部控制计划

银行业

披露
数

10

8

14

5

9

5

比例
（%）

62.5

50

87.50

31.25

56.25

31.25

证券业

披露
数

16

9

18

12

12

11

比例
（%）

84.21

47.37

94.74

63.16

63.16

57.89

保险业

披露
数

2

1

2

2

1

0

比例
（%）

50

25

50

50

25

0

表 5 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
主要措施与下年计划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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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披露比例上看，关于本年主要内部控制措施和下

年内部控制计划，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的披露情况明显

优于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对此方面进行披露

的数量均已超过样本的半数。关于下一年度内部控制计

划的披露情况，银行业和保险业并不理想，证券业虽披露

数量较之前两者有所改善，但只是泛泛而谈，缺乏对计划

的详尽描述，有待进一步改善。

4. 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与监督。风险管理主要集中在
对风险的识别、评估和控制上。一旦风险被确认，管理层

就要考虑其重要性、发生的可能性及如何进行管理。总体

而言，上市金融企业在重大风险处理情况的披露说明方

面并不理想，绝大多数企业根本未提及。具体情况如表 6
所示：

39家样本企业中，2011年披露重大风险处理情况的
企业仅有 8家（商业银行 3家、证券公司 4家、保险公司 1
家），2012和2013年披露重大风险处理情况的企业均仅有
7家，2012和2013年保险业关于重大风险情况的披露比例
略高于银行业及证券业。通过对上市金融企业近三年来

内部控制监督检查情况进行统计，可以看出上市金融企

业内部控制监督检查的信息披露情况正逐渐改善并呈现

出稳步上升的趋势，由2011年的15家、2012年的18家，提
升至2013年的25家，披露范围也更加宽泛。

5. 内部控制缺陷及整改措施。在内部控制缺陷及整
改措施方面，上市金融企业39家样本公司2011年和 2012
年均仅有 17家披露各项缺陷认定情况及整改措施，未达
半数，2013年大幅度增加至30家，虽然其披露比例逐年上
升，但仍有多数公司未对整改措施进行披露说明。具体情

况如表7所示。
近年来金融企业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的内容正逐步

改善，披露数量也逐年增加，但具体的内部控制缺陷分析

及对应的未来整改措施等方面的披露还亟待改善。

2011 ~ 2013年，以上方面的披露情况都不尽人意，缺
乏实质性分析，尤其是关于重大内部控制缺陷的分析和

改进意见，除浦发银行在 2011年年报中对内部控制设计
层面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进行了详尽披露外，其他各

样本公司对于内部控制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以及改进措

施，均是简要概述、一带而过，未做完善的说明。

6. 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尽管近三年来几乎
所有金融企业均披露了监事会意见，然而一般仅有概述

性的一个句子“监事会审阅了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对该报告无异议”。这种表述过于形式化，其信息量含

量有限。独立董事对于内部控制发表意见的情况不够理

想，近三年来证券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发表

意见的不足半数，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独立董事对内部控

制发表意见的更是寥寥无几。具体情况如表8所示：

7.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由于证监会颁布实施了强制
性规定，2013年 39家金融企业均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进行了披露。由此可见，在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正逐步完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披露内部控制缺
陷及整改措施

未披露内部控制
缺陷及整改措施

披露内部控制缺
陷及整改措施

未披露内部控制
缺陷及整改措施

披露内部控制缺
陷及整改措施

未披露内部控制
缺陷及整改措施

银行业

披露
数

7

9

7

9

12

4

比例
（%）

43.75

56.25

43.75

56.25

75

25

证券业

披露
数

9

10

8

11

16

3

比例
（%）

47.37

52.63

42.11

57.89

84.21

15.79

保险业

披露
数

1

3

2

2

2

2

比例
（%）

25

75

50

50

50

50

表 7 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及整改措施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内部控制检查
监督情况

重大风险
处理情况

内部控制检查
监督情况

重大风险
处理情况

内部控制检查
监督情况

重大风险
处理情况

银行业

披露
数

7

3

7

2

9

4

比例
（%）

43.75

18.75

43.75

12.50

56.25

25

证券业

披露
数

8

4

9

4

13

3

比例
（%）

42.11

21.05

47.37

21.05

68.42

15.79

保险业

披露
数

0

1

2

1

3

0

比例
（%）

0

25

50

25

75

0

表 6 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与监督情况

表 8 上市金融企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监事会关于
内控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
内控的意见

监事会关于
内控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
内控的意见

监事会关于
内控的意见

独立董事对
内控的意见

银行业

披露
数

15

3

15

3

15

4

比例
（%）

93.75

18.75

93.75

18.75

93.75

25

证券业

披露
数

19

7

19

6

19

7

比例
（%）

100

36.84

100

31.58

100

36.84

保险业

披露
数

3

0

4

0

4

1

比例
（%）

75

0

100

0

1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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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颁布实

施之后，进行自我评价的同时披露评价报告的企业数量

正在逐年稳步增加。具体情况如表9所示：

大部分上市金融企业能够自觉披露专业机构对公司

内部控制的审核意见报告。以证券业19家样本企业为例，
2011年，除国海证券和招商证券两家证券公司未披露专
业机构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审核意见报告外，其余样本企

业均对此进行了披露。2012年，除山西证券之外的其他18
家证券业样本企业，全部出具了由专业机构对内部控制

进行评价的审核意见报告。2013年，19家上市证券公司均
出具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然而绝大多数专业机

构提交的审核意见报告却未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情况

做出详细的阐释，仅简单提出审计意见“该公司在所有重

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内部控制”。

五、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缺陷与建议

（一）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缺陷

1.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位置不统一。上市金融企业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位置众多且不一致，披露格式、披露的

具体内容等都缺乏统一性，部分单列为一章即“内部控

制”，部分被涵盖在公司治理报告中，部分位于董事会报

告中，还有少数企业甚至缺失该方面的信息。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的格式也缺乏统一的标准，略显混乱。内部控

制信息披露位置不统一，可能导致所披露的信息缺乏系

统性，从而影响其信息可比性，引起评价结论的差异。

2.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内容形式化问题严重。上市金
融企业有关内部控制的建设性内容极为匮乏，注重形式

而非实质。如监事会意见通常表述为“监事会审阅了公司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对该报告无异议”。内容空泛，信

息含量有限。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也缺乏实

质披露，仅仅简单表述为“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内

部控制”。与此同时，部分金融企业近几年来关于内部控

制的披露内容完全相同，与实际情况明显不符，缺乏详尽

且具体的分析。

3. 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不足。大多数上市金融企
业对于内部控制情况都用“健全”、“有效”等词语描述，以

正面评价为主，而对于内部控制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以及

改进措施，均是一笔带过。只是说明了内部控制存在一定

缺陷和不足，却没有详细和具体地说明问题具体存在于

哪个环节；只提到“针对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公司将进

一步整改”，但并未提及具体的整改手段与措施。

（二）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建议

1. 规范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标准。规范内部控制信息
披露标准，旨在增强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可

比性，建议有关监管部门尽快出台统一的内部控制信息

披露标准和指南，包括信息披露具体位置、范围和内容等

方面。加强企业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认识和理解，细化

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方式、量化披露指标，进一步深化内

部控制信息披露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2. 明确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责任主体。内部控制信息
披露责任主体必须落实到公司治理层。董事会对内部控

制制度的建立健全情况和自我评价报告的对外披露承担

主要责任，监事会不仅负责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流程发布

审查监督意见，同时还应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充分性

进行督导。董事长作为对所披露信息负责的第一责任人，

应明确本公司从董事会到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独立董

事、企业所设分管不同项目的委员会等对公司内部控制

领域与信息披露有关的责任。通过明确治理层所应负的

责任，使治理层各司其职，重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从而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3. 倡导自愿性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作为强制性信息
披露的补充，自愿性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能够提高内部控

制信息披露质量，同时具备及时性和相关性等固有优势，

能够在资本市场中发挥良好的信号传递作用，向外部利

益相关者表明企业内部控制健全性和有效性信息，提高

企业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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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上市金融企业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披露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

专业机构出具
审计报告

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

专业机构出具
审计报告

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

专业机构出具
审计报告

银行业

披露
数

14

13

15

15

16

14

比例
（%）

87.50

81.25

93.75

93.75

100

87.50

证券业

披露
数

19

17

19

18

19

19

比例
（%）

100

89.47

100

94.74

100

100

保险业

披露
数

4

3

4

3

4

1

比例
（%）

100

75

100

75

1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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