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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是指上市公司通过一定的媒介向社会公众发表或发布公司内部控制运行状况的信
息。按照COSO报告，建立并维持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是企业管理当局的责任，管理当局必须保证适当
地设计内部控制，并有效地执行内部控制。为此目的，管理当局（或其指定机构或人员，如内部审计
机构）应定期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本单位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果提供给
外部信息使用者。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05年修订稿）》第39条规定，年度报告中监事会应对“公司决策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建立完善的
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有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
为”发表独立意见。2006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要求
在该所上市的公司从2006年7月1日起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出台了内容相似的《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并从2007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本文拟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
综述，为国内研究提供更多的参考。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早期：财务状况好坏与公司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关系 
Rahunandan和Rama（1994）对财富（Fortune）100家公司的年报进行检验发现，有80家提供了某种形
式的涉及内部控制的管理报告。McMullen、Dorothy和Ragahunandank（1996）对1993年2221家公司的
年报的研究表明，有742家提供了内部控制报告，占33.4%，其包含的内容有审计委员会的活动（665
家），合理保证概念（concept of reasonable assurance，653家），资产的安全防护（600家），内
部审计问题（566家），交易的授权与记录（452家），内部控制的成本与效益考虑（304家），员工培
训与录用政策（298家）等。McMullen、Dorothy和Ragahunandank（1996）的实证研究表明，在选取的
1989~1993样本公司中，平均有26.5%的公司提供了内部控制报告，而那些有财务报告问题的公司中，
仅有10.5%提供了内部控制报告，对小公司而言，内部控制报告与财务报告问题的相关关系更为明显，
从而得出结论，财务报告有问题的公司不大可能会提供内部控制报告。Hermanson（2000）的调查研究
表明，内部控制报告改进了内部控制，提供了额外的与决策有用的信息。通过内部控制报告，用户可
以一定程度上了解企业管理控制是否有效。他以九种财务报表使用者（363份有效问卷）为调查对象，
分析他们对内控报告的需求。结果发现，调查对象认为自愿披露和强制披露内控报告都能促进披露公
司的内部控制，但自愿披露比强制披露在决策方面更有作用。 
（二）内部控制与企业价值关系 
David M.wills（2000）认为，公司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报告为管理层讨论或关注在年报中无法提供的
内容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公司可以在内部控制报告中与其现有的和潜在的股东讨论公司实施的战
略和公司采用的政策，从而使他们确信，公司处于有效的控制之下。公司提供内部控制报告可以堪称
是良好的公司治理实践。从这一点看，内部控制报告有利于增加企业价值，良好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与股价有正相关性。 
（三）近期研究动态：内部控制缺陷及其影响因素 
Krishnan（2005）检验了1994~2000年变更审计师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128家公司，她发现审计委员会
质量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Ashbaugh－Skaife，Collins，and Kinney（2005）认为，披露内部控制
有缺陷的公司在公司运作上更加复杂，表现在分部较多和国外运营的数量较多、大量的兼并与重组、
持有大量的存货和公司规模快速的增长；小公司和经常报告亏损的公司更喜欢披露内部控制缺陷，审
计师辞职与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正相关；阻止管理层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原因是管理声誉和管理层
补偿。Bryan and Lilien（2005）研究发现，披露内部控制有实质性漏洞的公司规模小、业绩差、有
较高的值，通常会有审计师变更和财务报告重述等重大事件，在披露日有负的股票收益，但在短时窗
内并不显著，总市值仅占S&P500家公司总市值的1.28％。De Franco，Guan，and Lu（2005）研究发
现，以3天作为事件窗来考察，报告内部控制有缺陷的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率（CAR）是-1.8％，净销
售的小投资者是负收益率的原因。Ge and McVay（2005）研究发现，较弱的内部控制通常与投入会计
控制的资源不足有关，内部控制的实质性漏洞与公司的收益确认政策有缺陷、职责的分离缺乏、期末
会计报告的程序和会计政策有缺陷、不合适的会计调整有关。他们的统计分析发现，公司内部控制的
实质性漏洞的披露与公司复杂性正相关，与经历和获利能力负相关。Krishnan and Visvanathan（200
5）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会议越多、审计委员会里财务专家比例越小、具有频繁的审计师变更特征的
公司报告的内部控制漏洞越多，没有内部控制漏洞的公司较多地进行财务预告，审计任期和审计费用
与内部控制缺陷的报告没有显著的关系。Jeffrey Doyle，Weili Ge，Sarah McVay（2007）用2002年8
月至2005年8月披露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的779家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发现，具有内部控制实质性漏洞的
公司更可能是规模小、较低获利能力、运营复杂、快速增长、或正在进行重组的公司。这些结论与公
司面临较少的内部控制资源投入、复杂的会计问题、快速增长的商业环境一致。这些因素影响程度的
不同是与披露的实质性漏洞的类型相关的。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现状 
李明辉、何海、马夕奎（2003）对2001年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状况进行调查得出结
论。（l）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大多数公司对内控信息的披露流于形式，往往只有“公司建立了完善
的内部控制”之类的简单一句话。（2）监事会是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主要主体。（3）我国上市公司
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动力不足，董事会自愿披露的比例不到10%。（4）高质量的公司披露内部控制
信息的动力高于低质量的公司。（5）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与财务报告质量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标准无
保留审计意见公司披露情况好于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公司。李若山等（2002）的一项调查发现，
有近1/4左右的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改进及监管途径 
吴水澎、陈汉文、邵贤弟（2000）和饶盛华（2001）分别对郑百文和亚细亚两家上市公司所做的分析
表明，这两家公司之所以经营失败，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其内部控制不健全、内部监督缺乏。由此他们
提出：所有上市公司必须建立健全其内部控制体系；建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机制；加强外部监管力



量。刘秋明（2002）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同时提出了在制度建设方面改善内
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具体建议。张立民、钱华、李敏仪（2003）以我国四家上市银行对内部控制信息的
披露作为分析框架，对2001年和2002年A股的ST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作了统计分析，并提出建议：对
ST公司必须强制披露标准的内部控制报告，同时需要经过注册会计师的外部审核，有关监管部门也应
该加强对内部控制报告的外部监督和管理。盛伟、刘国（2004）认为，由于受内部控制自身的局限性
和我国上司公司股权结构特征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不足，而这些问题又只能通过加
强外部监管来克服。作者分析了影响我国内部控制的主要外部因素，认为中小股民和司法间接监管是
我国最重要的监管力量，这两种监管因素都必须要有会计信息充分披露为前提和基础。周勤业、王啸
（2005）从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以及SEC出台的有关规则出发，研究关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的几个重要问题：披露性质、披露内容、审计验证、评价依据及责任主体等，并结合我国公司治理环
境、制度背景，提出了改进我国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系统建议。 
（三）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效益与成本 
蔡冬梅、郑婕霞（2005）考察了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效益与成本。她们分别从供需两个方面分析了效
益和成本：效益方面主要是良好信息的披露为公司带来的资源的流入、提升企业价值、管理者当局解
除其受托责任、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获得足够的信息用于决策、促进资本市场的整体有效；成本方面
主要是建立内控系统的支出、审计成本、法律事务及诉讼成本以及监管成本。 
三、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文献述评与展望 
国外学术界对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研究成果较多，且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多样化。我国这方面成果
比较少，从已有的研究和披露的实际情况来看，呈现如下特征：自愿性不强、大多只是简单披露、报
喜不报忧——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较少、在年报中的披露位置以监事会报告为主、披露内容和格
式缺乏详细规定、披露形式缺乏统一要求、缺乏内部控制统一标准。在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即
将由自愿披露过渡到强制披露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考察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制度背景、对市场的影
响、披露的成本与收益边界、披露框架和监管思路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理论上，可以作
为监管机构制定披露具体框架的参考和监管的具体途径选择；实践上，可以指导上市公司建立完善的
内部控制体系，披露合适的内部控制信息，取得良好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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