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风险管理体系

三、主要风险理财措施

风险理财措施主要分为两类：损失事件管理与套期保值。其中，企业选择套期保值的风险理财措施，涉及对

金融衍生产品的选择，相关内容多见于金融学和公司财务管理类教材，本教材重点阐述损失事件管理。

损失事件管理：

1.损失融资

是为风险事件造成的财务损失融资，是从风险理财的角度进行损失事件的事后管理，是损失事件管理中最具

共性也最重要的部分。

2.风险资本

是除经营资本之外，公司补偿风险造成的财务损失而需要的资本，是使一家公司破产的概率低于某一给定水

平所需要的资金，因此取决于公司的风险偏好。

风险资本=总需求-运营资本

生存概率=1-需求概率

风险资本越多生存概率越大

【单选题】甲公司每年最低运营资本是 5000 万元，有 10%的可能性维持运营需要 5800 万元；有 5%的可能性

维持运营需要 6200 万元。若甲公司风险资本为 1000 万元，则该公司的生存概率为（ ）。

A.10%
B.90%-95%
C.95%以上

D.90%

答案：B
解析：当风险资本为 800 万元时，其生存概率 90%；当风险资本为 1200 万元时，其生存概率是 95% 。因此，

当风险资本为 1000 万元时，其生存概率在 90%-95% ，选项 B 正确。

【单选题】甲公司每年维持经营所需的最低资本为 1000 万元，但是有 4%的可能性需要 1500 万元才能维持经

营。该公司为了保证 96%的生存概率所需的风险准备金是（ ）。

A.500 万元

B.1500 万元

C.2500 万元

D.1000 万元

答案：A
解析：“甲公司每年维持经营所需的最低资本为 1000 万元，但是有 4%的可能性需要 1500 万元才能维持经营”，

也就是说如果风险资本为 500 万元，那么这家公司的生存概率就是 96%，选项 A 正确。

3.应急资本

是一个金融合约，规定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某个特定事件发生的情况公司有权从应急资本提供方募集股本或

贷款，并未此按约定向资本提供缴纳费用。所谓特定事件可称为触发事件。

▶特点

（1）应急资本的提供方并不承担特定事件发生的风险，而只是在事件发生并造成损失后提供用于弥补损失、

持续经营的资金。事后公司要向资本提供者归还这部分资金，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2）应急资本是一个综合运用保险资本和资本市场技术设计和定价的产品。与保险不同，应急资本不涉及风



险的转移，是企业风险补偿策略的一种方式

（3）应急资本是一个在一定条件下的融资选举权，公司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

（4）应急资本可以提供经营持续性的保证

4.保险

▶概念

保险是一种金融合约。保险合同规定保险公司为预定的损失支付补偿，作为交换，在合同签订时，购买保险

合同的一方要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

▶类别

风险类型 保险类型 描述

财产

商业财产险 由于火灾、爆炸、暴雨及其他风险因素造成的直接损失

企业损失险 由于财产损失事件使经营中断而造成的收入损失

汽车物理损失险 汽车的物理损害和失窃

风险类型 保险类型 描述

责任

商业一般责任险
涉及房屋、产品及许多合同化责任风险标的的一般责

任险

汽车责任险 汽车事故造成的责任

员工赔偿和雇主责任险
依据法律应支付给受伤或生病雇员的福利；雇主责任

险针对的是员工赔偿险中未包括的某些损害赔偿

风险类型 保险类型 描述

多种财产 商业综合险
包括财产、责任、汽车及其他的“一揽子”保单，例如商业“一

揽子”保单和业主保险

海险
海运险 与海关相关的船舶、货物、运营的损失及对他人的责任

内陆航运险 通过内陆、水路运输的货物损失及对他人的责任

风险类型 保险类型 描述

雇员福利

人寿保险 向雇员提供人寿保险给付的团体人寿保险

医疗保险 向雇员提供医疗费用给付的团体医疗费用保险

伤残保险 向雇员提供短期或长期伤残给付的团体伤残保险



5.专业自保

▶概念

专业自保公司又称为“专属保险公司”，是非保险公司的附属机构，为其母公司提供保险，并由母公司筹集

保费，建立损失储备金。几乎所有的大跨国公司都有专业自保公司。

▶特点

由被保险人所有和控制，承保其母公司的风险，也可以通过租借方式承保其他公司的保险，不在保险市场上

开展业务。

▶优点

降低运营成本；改善公司现金流；保障项目更多；公平的费率等级；保障的稳定性；直接进行再保险；提高

服务水平；减少规章的限制；国外课税扣除和流通转移 。

▶缺点

提高内部管理成本；增加资本投入；损失储备金不足；减少其他保险的可得性。

考点 4 内部控制系统★★

一、美国 COSO 关于内部控制的框架

1.定义

公司的董事会、管理层及其他人士为实现以下目标提供合理保证而实施的程序：运营的效益和效率、财务报

告的可靠性和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

2.关于定义的深入见解

（1）内部控制是一个实现目标的程序及方法，而其本身并非目标；

（2）内部控制只提供合理保证，而非绝对保证；

（3）内部控制要由企业中各级人员实施与配合。

3.COSO 内部控制整体框架

二、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1.2008 年 5 月 22 日，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制定并印发《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

下简称《基本规范》）。

2.上述机构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下称《配套指引》），其中包括 18
项《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下称《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下称《评价指引》）和

《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下称《审计指引》）。

3.基本规范、应用指引、评价和审计指引三个类别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标志着适应我国企业实际情况，

融合国际先进经验的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基本建成。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概述
规定内部控制的目标、要素、原则和总体要求，是内部控制的总体框架，在内部控制

标准体系中起统领作用。

建立内部控制体系应

符合的目标

①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②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

③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借鉴了以 COSO 委员会内部控制整合报告为代表的国际内部控制框架，也包含 5 个要素，“内部环境”与“控

制环境”不同，“内部监督”与“监控”不同。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概述
是对企业按照内部控制原则和内部控制“五要素”建立健全本企业内部控制所提供的指引，在配

套指引乃至整个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

内容
针对组织架构、发展战略等共 18 项企业主要业务的内控领域或内控手段，提出了建议性的应用

指引，为企业以及外部审核人建立与评价内控体系提供了参照性标准。

▶《评价指引》和《审计指引》

概述
是对企业按照内部控制原则和内部控制“五要素”建立健全本企业“事后控制”的指引，是对企

业贯彻《基本规范》和《应用指引》效果的评价与检验。

评价指引

为企业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评价，形成评价结论、出具评价报告提供了指引。该

评价指引明确内部控制评价应围绕内部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内部监

督等要素，企业应当确定评价的具体内容及对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情况进行全面评价。

审计指引

为会计师事务所对特定基准日与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设计与执行有效性进行审计提供

了指引。它明确注册会计师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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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披露。

三、内部控制的要素

1.控制环境

（1）COSO《内部控制框架》关于控制环境要素的要求

①概述：控制环境提供了内部控制的基本规则和构架，是其他四要素的基础。控制环境决定了企业的基调，

直接影响企业员工的控制意识。



②内容：包括员工的诚信度、职业道德和才能；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权责分配方法、人事政策；董事会的

经营重点和目标等。

（2）COSO《内部控制框架》关于控制环境要素的原则：

①企业对诚信和道德观作出承诺

②董事会独立于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制定及其绩效施以监控

③管理层在董事会的监控下，建立目标实现过程中所涉及的组织框架、报告路径以及适当的权利和责任

④企业致力于吸引、发展和留住人才，以配合企业目标达成

⑤企业根据其目标，使员工各自负担起内部控制的相关责任

（3）我国《基本规范》关于内部环境要素的要求

①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议事规则，明确决策、执行、监

督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形成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和制衡机制。

②董事会负责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监事会对董事会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进行监督。经理层负责

组织领导企业内部控制的日常运行。企业应当成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适当的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内部控制

的建立实施及日常工作。

③企业应当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负责审查企业内部控制，监督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和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情况，协调内部控制审计及其他相关事宜等。审计委员会负责人应当具有相应的独立性、良

好的职业操守和专业胜任能力。

④企业应当结合业务特点和内部控制要求设置内部机构，明确职责权限，将权利与责任落实到各责任单位。

企业应当通过编制内部管理手册，使全体员工掌握内部机构设置、岗位职责、业务流程等情况，明确权责分

配，正确行使职权。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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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审计机构应当结合

内部审计监督，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监督检查。

⑥企业应当制定和实施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政策。

人力资源政策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员工的聘用、培训、辞退与辞职；

▷员工的薪酬、考核、晋升与奖惩；

▷关键岗位员工的强制休假制度和定期岗位轮换制度；

▷掌握国家秘密或重要商业秘密的员工离岗的限制性规定；

▷有关人力资源管理的其他政策。

⑦企业应当将职业道德修养和专业胜任能力作为选拔和聘用员工的重要标准，切实加强员工培训和继续教育，

不断提升员工素质。

⑧企业应当加强文化建设，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倡导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开拓创新和团

队协作精神，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强化风险意识。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在企业文化建

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企业员工应当遵守员工行为守则，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⑨企业应当加强法制教育，增强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的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决策、

依法办事、依法监督，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和重大法律纠纷案件备案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