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了解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体系各要素

一、内部控制的概念和要素

（一）内部控制概念

内部控制是指被审计单位为实现控制目标所制定的政策和程序。

政策 是指被审计单位为了实施控制而作出的应当或不应当采取某种措施的规定。

程序

是指为执行政策而采取的行动。程序可能是通过正式文件或由管理层采取其他形式明确规定的，

也可能是被审计单位组织文化中约定俗成的。程序还可能通过被审计单位的信息技术应用程序及

信息技术环境的其他方面所允许的行动来实施。

(二）内部控制体系

1.概念

是指由治理层、管理层和其他人员设计、执行和维护的体系，以合理保证被审计单位能够实现财务报告的可

靠性，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以及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等目标。

2.内部控制体系五要素：

（1）内部环境（控制环境）；

（2）风险评估；

（3）信息和沟通（信息系统和沟通）；

（4）控制活动；

（5）内部监督。

二、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

从内部控制的概念可以看出，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目标相当广泛。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目的和需要，注册

会计师只应当了解与审计相关的控制。与审计相关的控制，按照其对防止、发现或纠正认定层次错报发挥作

用的方式，分为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

（一）识别与审计相关的控制的方法

1.注册会计师需要了解和评价的内部控制，只是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并非被审计单位所有的内

部控制。

2.虽然大部分与审计相关的控制可能与财务报告相关，但并非所有与财务报告相关的控制都与审计相关，确

定一项控制单独或连同其他控制是否与审计相关，需要注册会计师作出职业判断。

3.注册会计师在判断一项控制单独或连同其他控制是否与审计相关时，可能考虑下列事项：

（1）重要性；（2）相关风险的重要程度；（3）被审计单位的规模；（4）被审计单位业务的性质，包括组织结

构和所有权特征；（5）被审计单位经营的多样性和复杂性；（6）适用的法律法规;（7）内部控制的情况和适

用的要素；（8）作为内部控制组成部分的系统（包括使用服务机构）的性质和复杂性；（9）一项特定控制（单

独或连同其他控制）是否以及如何防止或发现并纠正重大错报。

4.如果在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时拟利用被审计单位内部生成的信息，针对该信息完整性和准确性的控

制可能与审计相关。

5.如果与经营和合规目标相关的控制与注册会计师实施审计程序时评价或使用的数据相关，则这些控制也可

能与审计相关。

6.用于防止未经授权购买、使用或处置资产的内部控制，可能包括与财务报告和经营目标相关的控制。注册

会计师对这些控制的考虑，通常仅限于与财务报告可靠性相关的控制。

7.被审计单位通常有一些与目标相关但与审计无关的控制，注册会计师无须对其加以考虑。例如，被审计单

位可能依靠某一复杂的自动化控制提高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如航空公司用于维护航班时间表的自动化控

制系统)，但这些控制通常与审计无关。

8.与审计相关的控制可分为直接控制和间按控制，这种分类有助于注册会计师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层次以及

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

（二）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区分的依据及作用

1.直接控制是指足以精准防止、发现或纠正认定层次错报的内部控制，间接控制是指不足以精准防止、发现

或纠正认定层次错报的内部控制。也就是说，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对防止、发现或纠正认定层次错报分别产



生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2.信息系统与沟通以及控制活动要素中的控制主要为直接控制。因此，这些要素的了解和评价更有可能影响

其对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和评估。

3.内部环境、风险评估和内部监督中的控制主要是间接控制，该类控制虽不足以精准地防止、发现或纠正认

定层次的错报，但可以支持其他控制，因此，该类控制可能间接影响及时发现或防止错报发生的可能性。值

得说明的是，这些要素中的某些控制也可能是直接控制。

4.内部环境为内部控制体系其他要素的运行奠定了总体基础。内部环境不能直接防止、发现并纠正错报，但

其可能影响内部控制体系其他要素中控制的有效性。同样，风险评估和内部监督也旨在支持整个内部控制体

系。

5.由于内部环境、风险评估和内部监督是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体系的基础，其运行中的任何缺陷都可能对财

务报表的编制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注册会计师对这些要素的了解和评价，更有可能影响其对财务报表层

次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和评估，也可能影响对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识别和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