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科目一是三个考试科目中的第一个，主要涵盖内部审

计基础、治理与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内容。以下是科目一的考试大纲和科目分配的详细说

明： 

 

1. 考试大纲 

科目一的考试大纲分为以下六个领域（Domain），每个领域的权重不同： 

（1）领域 I：内部审计基础（15-25%） 

内部审计的定义、目标和角色。 

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框架（IPPF）的内容和应用。 

内部审计的职业道德规范。 

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2）领域 II：独立性与客观性（15-25%） 

独立性和客观性的定义和重要性。 

影响独立性和客观性的因素。 

维护独立性和客观性的措施。 

（3）领域 III：专业能力与应有的职业审慎（18-28%） 

内部审计师的专业能力要求。 

应有的职业审慎（Due Professional Care）的定义和应用。 

持续专业发展的要求。 

（4）领域 IV：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7-17%） 

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QAIP）的要求。 

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的实施。 

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的报告和沟通。 

（5）领域 V：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28-38%） 

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概念和关系。 

治理框架（如 COSO、COBIT）的内容和应用。 

风险管理框架（如 COSO ERM、ISO 31000）的内容和应用。 

内部控制框架（如 COSO 内部控制框架）的内容和应用。 

（6）领域 VI：舞弊风险（5-15%） 

舞弊的定义、类型和特征。 

舞弊风险的识别和评估。 

舞弊风险的应对措施。 

 

2. 科目分配 

科目一的考试题目数量和分配如下： 

题目数量：125 道选择题。 

考试时间：2.5 小时（150 分钟）。 

题目分配：根据上述六个领域的权重分配题目。 

 

3. 考试重点 

根据考试大纲，科目一的重点内容包括： 

IPPF 框架：包括定义、职业道德规范、独立性、客观性、专业能力等。 

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包括 COSO 框架、ISO 标准、风险管理流程、内部控制要素等。 

舞弊风险：包括舞弊的定义、特征、识别和应对措施。 

 



 

4. 备考建议 

熟悉 IPPF 框架：重点掌握内部审计的定义、职业道德规范、独立性和客观性等内容。 

理解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的关系：掌握 COSO、COBIT、ISO 31000 等框架的核心内容。 

掌握舞弊风险管理：了解舞弊的定义、特征和应对措施。 

练习题目：通过模拟题和真题熟悉考试题型和难度。 

 

总结 

CIA 科目一的考试大纲涵盖内部审计基础、独立性与客观性、专业能力、质量保证与改进程

序、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舞弊风险等内容。考试题目数量为 125 道选择题，考试时间为

2.5 小时。备考时应重点掌握 IPPF 框架、治理与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内容，并通过练习题

目提高应试能力。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的评分机制是基于计算机自适应测试（Computer-Based 

Testing, CBT）和标准化评分的。以下是 CIA 考试科目一评分机制的具体说明： 

 

1. 考试形式 

题目数量：125 道选择题。 

考试时间：2.5 小时（150 分钟）。 

题目类型：全部为单项选择题（四选一）。 

 

2. 评分机制 

CIA 考试的评分机制包括以下几个关键点： 

（1）通过分数 

CIA 考试的通过分数是基于标准化评分，而不是简单的百分比。 

每科的通过分数范围为 250-750 分，考生需要达到 600 分或以上才能通过考试。 

（2）题目权重 

每道题目的权重不同，取决于题目的难度和重要性。 

难度较高的题目对总分的影响更大。 

（3）自适应测试 

CIA 考试采用计算机自适应测试（CBT），即系统根据考生的答题情况动态调整后续题目的难

度。 

如果考生答对较多题目，系统会提供更难的题目。 

如果考生答错较多题目，系统会提供更简单的题目。 

自适应测试的目的是更准确地评估考生的能力水平。 

（4）未作答题目 

未作答的题目会被视为错误，因此考生应尽量回答所有题目。 

 

3. 成绩报告 

即时成绩：考试结束后，考生会立即收到一份非正式的成绩报告，显示“通过”或“未通过”。 

正式成绩：正式成绩报告会在考试结束后 48 小时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考生。 

成绩解读： 

600 分或以上：通过考试。 

低于 600 分：未通过考试。 



 

成绩报告还会显示考生在每个领域的表现（如“需要改进”、“接近熟练”、“熟练”）。 

 

4. 重考政策 

如果考生未通过考试，可以申请重考。 

重考需要支付重考费用。 

重考次数没有限制，但每次重考之间需要间隔 60 天。 

 

5. 备考建议 

熟悉考试内容：重点掌握科目一的六个领域（内部审计基础、独立性与客观性、专业能力、

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舞弊风险）。 

练习题目：通过模拟题和真题熟悉考试题型和难度。 

时间管理：合理分配考试时间，确保每道题目都有时间作答。 

理解评分机制：了解自适应测试的特点，避免因未作答题目而失分。 

 

总结 

CIA 科目一的评分机制基于计算机自适应测试和标准化评分，通过分数为 600 分（满分 750

分）。考试题目数量为 125 道选择题，考试时间为 2.5 小时。考生应熟悉考试内容、练习题

目、合理分配时间，并理解评分机制，以提高通过考试的可能性。 

 

 

 

在 CIA 科目一考试中，“治理、风险评估及治理”是重要章节，主要考点包括： 

1. 治理 

治理定义：组织治理的概念及其在实现目标中的作用。 

治理框架：如 COSO、COBIT 等框架的应用。 

治理角色：董事会、管理层、内部审计的职责与互动。 

治理原则：包括问责制、透明度、公平性等。 

治理结构：组织架构、政策、程序的设计与实施。 

2.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定义：风险管理的概念及其在组织中的作用。 

风险管理框架：如 COSO ERM 框架的应用。 

风险识别与评估：识别和评估风险的方法与工具。 

风险应对策略：规避、减轻、转移、接受等策略。 

风险监控与报告：持续监控和报告风险的过程。 

3. 控制 

控制定义：内部控制的概念及其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控制类型：预防性、检测性、纠正性控制等。 

控制活动：如职责分离、授权、审批等。 

控制环境：组织文化、道德价值观、管理风格等对控制的影响。 

控制自我评估：CSA 的概念及其在评估控制有效性中的应用。 

4. 内部审计的角色 



 

内部审计定义：内部审计在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中的作用。 

内部审计标准：如 IIA 标准在内部审计中的应用。 

内部审计计划：基于风险的审计计划制定。 

内部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的编写与沟通。 

内部审计质量保证：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 

5. 法律法规与合规 

法律法规：组织需遵守的相关法律法规。 

合规管理：合规管理框架及其在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合规风险：识别、评估和应对合规风险。 

合规审计：合规审计的程序与方法。 

6. 信息技术治理 

IT 治理定义：IT 治理的概念及其在组织治理中的作用。 

IT 风险管理：识别、评估和应对 IT 相关风险。 

IT 控制：IT 控制的设计与实施。 

IT 审计：IT 审计的程序与方法。 

7. 道德与职业操守 

职业道德：内部审计师的职业道德与行为准则。 

利益冲突：识别与管理利益冲突。 

保密性：保护组织信息的机密性。 

职业操守：内部审计师的职业操守与责任。 

8. 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定义：绩效管理的概念及其在治理中的作用。 

关键绩效指标（KPI）：KPI 的设定与监控。 

绩效评估：绩效评估的方法与工具。 

绩效改进：基于绩效评估的改进措施。 

9. 沟通与报告 

沟通策略：有效的沟通策略在治理中的作用。 

报告机制：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报告机制。 

利益相关者沟通：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策略。 

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的编写与沟通。 

10. 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定义：持续改进的概念及其在治理中的作用。 

改进方法：如 PDCA 循环、六西格玛等。 

改进措施：基于审计结果的改进措施。 

改进监控：改进措施的监控与评估。 

这些考点涵盖了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核心内容，考生需深入理解并掌握相关概念、框架

和方法。 

 



 

在 CIA 考试中，治理框架是内部审计的重要基础，常见的治理框架包括： 

1. COSO 内部控制框架 

定义：由 COSO 委员会发布，旨在帮助组织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 

五大要素： 

控制环境 

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 

信息与沟通 

监控活动 

应用：广泛用于企业内部控制的设计与评估。 

2. COSO 企业风险管理（ERM）框架 

定义：COSO 发布的扩展框架，强调风险管理与战略目标的结合。 

八大要素： 

内部环境 

目标设定 

事项识别 

风险评估 

风险应对 

控制活动 

信息与沟通 

监控 

应用：帮助组织全面管理风险，支持战略目标的实现。 

3. COBIT（信息及相关技术控制目标） 

定义：由 ISACA 发布，专注于 IT 治理和管理。 

核心内容： 

五大原则：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端到端覆盖、单一集成框架、整体方法、治理与管理分离。 

七大治理目标：利益相关者价值、战略目标、风险管理、资源管理、绩效管理。 

应用：适用于 IT 治理和内部控制，确保 IT 与业务目标一致。 

4. ISO 31000 风险管理框架 

定义：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风险管理标准。 

核心内容： 

风险管理原则：如整合、结构化、定制化等。 

风险管理过程：包括风险识别、分析、评估、应对和监控。 

应用：适用于各类组织的风险管理实践。 

5. King IV 报告（南非公司治理准则） 

定义：南非的公司治理准则，强调道德领导、可持续发展等。 

核心内容： 

四大治理成果：道德文化、绩效、合规、合法性。 

17 项原则：涵盖治理结构、责任、风险管理等。 



 

应用：适用于南非及其他地区的公司治理实践。 

6. OECD 公司治理原则 

定义：经合组织发布的公司治理国际标准。 

核心内容： 

六大原则：包括股东权利、公平对待股东、利益相关者角色、信息披露、董事会责任等。 

应用：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公司治理实践。 

7. The Three Lines of Defense（三道防线模型） 

定义：用于明确组织内风险管理与控制的职责分工。 

核心内容： 

第一道防线：业务部门（执行日常风险管理）。 

第二道防线：风险管理与合规部门（监督与支持）。第二道防线不直接执行风险管理 

第三道防线：内部审计（独立评估与保证）。 

应用：帮助组织清晰划分风险管理职责。 

8. ITIL（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库） 

定义：专注于 IT 服务管理的框架。 

核心内容： 

服务生命周期：包括服务战略、设计、过渡、运营和改进。 

应用：适用于 IT 服务治理和管理。 

9. NIST 网络安全框架 

定义：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网络安全框架。 

核心内容： 

五大功能：识别、保护、检测、响应、恢复。 

应用：适用于组织网络安全治理。 

10. Basel III（巴塞尔协议 III） 

定义：针对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国际标准。 

核心内容： 

资本要求：提高资本充足率。 

流动性要求：引入流动性覆盖率等指标。 

应用：适用于银行业治理与风险管理。 

总结 

这些治理框架为组织提供了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指导，内部审计师需熟悉其核心内

容及应用场景，以支持组织目标的实现。 

 

 

在 CIA 考试中，COSO 内部控制框架和 COSO 企业风险管理（ERM）框架是两个重要的治

理框架，尽管它们有相似之处，但在目标、范围和内容上存在显著差异。以下是它们的详细

对比： 

 



 

1. 目标不同 

COSO 内部控制框架： 

主要目标是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运营的效率和效果，以及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 

侧重于通过内部控制实现组织的运营和合规目标。 

COSO ERM 框架： 

主要目标是帮助组织管理风险，以支持其战略目标的实现。 

强调将风险管理与组织的战略和绩效目标相结合，而不仅仅是控制风险。 

 

2. 范围不同 

COSO 内部控制框架： 

范围较窄，主要关注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

监控活动）。 

重点是确保组织在运营、财务报告和合规方面的有效性。 

COSO ERM 框架： 

范围更广，涵盖了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并扩展到风险管理的八大要素（内部环境、目标设

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 

不仅关注内部控制，还强调战略目标的设定、风险识别和应对，以及如何通过风险管理创造

价值。 

 

3. 要素不同 

COSO 内部控制框架： 

包含五大要素： 

控制环境：组织的治理结构、道德价值观和管理风格。 

风险评估：识别和分析影响目标实现的风险。 

控制活动：实施政策和程序以应对风险。 

信息与沟通：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有效沟通。 

监控活动：持续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COSO ERM 框架： 

包含八大要素： 

内部环境：组织的风险文化和治理结构。 

目标设定：明确组织的战略、运营、报告和合规目标。 

事项识别：识别可能影响目标实现的内外部事项。 

风险评估：分析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 

风险应对：选择风险应对策略（如规避、减轻、转移或接受）。 

控制活动：实施政策和程序以管理风险。 

信息与沟通：确保风险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有效沟通。 

监控：持续评估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4. 关注点不同 

COSO 内部控制框架： 



 

关注如何通过控制活动确保组织的运营、财务报告和合规目标的实现。 

更侧重于“防御性”目标，即防止错误和违规行为的发生。 

COSO ERM 框架： 

关注如何通过风险管理支持组织的战略目标，并创造价值。 

不仅关注“防御性”目标，还强调“进攻性”目标，即通过管理风险抓住机会，提升绩效。 

 

5. 应用场景不同 

COSO 内部控制框架： 

适用于需要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的组织，尤其是为了满足财务报告和合规要求。 

常用于审计和合规领域。 

COSO ERM 框架： 

适用于需要全面管理风险的组织，尤其是那些希望将风险管理与战略目标结合的组织。 

常用于战略规划和绩效管理领域。 

 

6. 关系与互补性 

COSO 内部控制框架是 COSO ERM 框架的基础，ERM 框架在内部控制的基础上扩展了风险

管理的范围。 

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的一部分，ERM 框架将内部控制纳入其八大要素中的“控制活动”。 

两者可以结合使用，ERM 框架为组织提供了更全面的风险管理视角，而内部控制框架则提

供了具体的控制措施。 

 

总结对比表 

方面 COSO 内部控制框架 COSO ERM 框架 

目标 确保财务报告可靠性、运营效率和合规性 支持战略目标实现，创造价值 

范围 较窄，聚焦内部控制 较广，涵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要素 
五大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

动等） 

八大要素（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

别等） 

关注点 防御性目标（防止错误和违规） 
防御性和进攻性目标（管理风险并抓住机

会） 

应用场

景 
审计、合规领域 战略规划、绩效管理领域 

 

实际应用中的选择 

如果组织的主要目标是满足财务报告和合规要求，COSO 内部控制框架更为适用。 

如果组织希望将风险管理与战略目标结合，并创造价值，COSO ERM 框架更为适用。 

在 CIA 考试中，考生需要理解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并能够根据具体场景选择合适的框架进行

分析和应用。 

 

在 CIA 考试中，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是三个核心概念，它们相互关联、相互支持，共同为

组织实现目标提供保障。以下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在组织中的作用： 



 

 

1. 治理（Governance） 

定义：治理是指组织的高层管理结构和流程，用于设定战略方向、监督绩效并确保组织目标

的实现。 

核心作用： 

制定组织的战略目标和政策。 

确保管理层和员工的行为符合组织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提供透明度和问责制，确保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保护。 

与风险管理和控制的关系： 

治理为风险管理和控制提供了框架和方向。 

治理层（如董事会）负责监督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有效性。管理层负责风险管理和控制的实施。 

 

2. 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 

定义：风险管理是指识别、评估和应对可能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风险的过程。 

核心作用： 

识别内外部风险，评估其可能性和影响。 

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如规避、减轻、转移或接受）。 

确保风险在组织可接受的范围内。 

与治理和控制的关系： 

风险管理是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帮助治理层了解组织面临的风险并制定应对措施。 

风险管理为控制活动提供了依据，控制活动是风险应对策略的具体实施。 

 

3. 控制（Control） 

定义：控制是指组织为实现目标而实施的政策、程序和活动，旨在确保风险得到有效管理，

运营效率和效果得到保障。 

核心作用： 

实施具体的控制措施（如职责分离、授权、审批等）。 

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运营的效率和合规性。 

监控和评估控制活动的有效性。 

与治理和风险管理的关系： 

控制是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手段，通过控制活动来管理风险。 

控制活动的设计和实施需要符合治理层的要求，并支持组织的战略目标。 

 

三者之间的关系 

治理为风险管理和控制提供框架： 

治理层设定组织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明确风险偏好和容忍度。 

治理层监督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有效性，确保它们与组织的目标一致。 

风险管理为治理和控制提供支持： 

风险管理帮助治理层识别和评估可能影响目标实现的风险。 

风险管理为控制活动提供依据，控制活动是风险应对策略的具体实施。 



 

控制是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手段： 

控制活动通过具体的政策和程序来管理风险，确保风险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控制活动的有效性直接影响风险管理的效果和治理目标的实现。 

 

实际应用中的关系 

治理层（如董事会）负责设定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风险偏好。 

管理层负责实施风险管理，识别和评估风险，并制定风险应对策略。 

控制活动由各级员工实施，确保风险得到有效管理，运营效率和效果得到保障。 

内部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道防线，评估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有效性，并向治理层和管理

层提供保证和建议。 

 

总结 

治理是顶层设计，设定目标和方向。 

风险管理是中间桥梁，识别和应对风险。 

控制是具体实施，通过政策和程序管理风险。 

三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共同为组织实现目标提供保障。在 CIA 考试中，考生需要深入理

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并能够结合实际场景进行分析和应用。 

 

 

在 CIA 考试中，治理框架和内部控制框架是两个重要的概念，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理解

它们的区别和联系对于掌握组织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核心内容至关重要。 

 

1. 定义与目标 

治理框架 

定义：治理框架是指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建立的高层管理结构和流程，包括董事会、管理层

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职责和互动。 

目标： 

设定组织的战略方向和目标。 

确保组织的透明度和问责制。 

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内部控制框架 

定义：内部控制框架是指组织为实现其运营、财务报告和合规目标而建立的政策、程序和活

动。 

目标： 

确保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提高运营的效率和效果。 

确保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 

 

2. 范围与重点 

治理框架 

范围：治理框架的范围较广，涵盖组织的整体管理结构和流程。 

重点： 



 

战略目标的设定和监督。 

高层管理的职责和问责制。 

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参与。 

内部控制框架 

范围：内部控制框架的范围较窄，主要关注组织内部的政策、程序和活动。 

重点： 

控制活动的设计和实施。 

风险识别和应对。 

信息与沟通的有效性。 

 

3. 要素与内容 

治理框架 

核心要素： 

董事会职责：监督组织的战略方向和绩效。 

管理层职责：实施董事会制定的战略和政策。 

透明度与问责制：确保组织的决策和行为透明，并对利益相关者负责。 

利益相关者参与：确保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保护。 

内部控制框架 

核心要素（以 COSO 内部控制框架为例）： 

控制环境：组织的治理结构、道德价值观和管理风格。 

风险评估：识别和分析影响目标实现的风险。 

控制活动：实施政策和程序以应对风险。 

信息与沟通：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有效沟通。 

监控活动：持续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4. 区别 

方面 治理框架 内部控制框架 

定义 高层管理结构和流程 政策、程序和活动 

目标 设定战略方向，确保透明度和问责制 
确保财务报告可靠性、运营效率和合规

性 

范围 较广，涵盖整体管理结构和流程 较窄，主要关注内部政策和程序 

重点 
战略目标、高层管理职责、利益相关者保

护 
控制活动、风险识别与应对、信息与沟通 

核 心 要

素 

董事会职责、管理层职责、透明度与问责

制 
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等 

 

5. 联系 

治理框架为内部控制框架提供方向： 

治理层（如董事会）设定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风险偏好，为内部控制框架的设计和实施提供指

导。 

治理层监督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确保其与组织的目标一致。 

内部控制框架支持治理框架的实施： 

内部控制框架通过具体的控制活动确保组织的运营、财务报告和合规目标的实现，从而支持

治理框架的实施。 



 

内部控制框架提供的信息和报告帮助治理层了解组织的运营情况和风险状况。 

两者共同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 

治理框架确保组织的战略方向和目标明确，并提供透明度和问责制。 

内部控制框架通过具体的政策和程序确保这些目标的实现，并管理相关的风险。 

 

6. 实际应用中的关系 

治理层（如董事会）负责设定组织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并监督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管理层负责设计和实施内部控制框架，确保其与治理层的要求一致。 

内部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道防线，评估治理框架和内部控制框架的有效性，并向治理层和管

理层提供保证和建议。 

 

总结 

治理框架是顶层设计，设定组织的战略方向和目标。 

内部控制框架是具体实施，通过政策和程序确保目标的实现。 

两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共同为组织实现目标提供保障。 

在 CIA 考试中，考生需要深入理解治理框架和内部控制框架的区别与联系，并能够结合实际

场景进行分析和应用。 

 

 

 

**治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是指组织内部用于决策、监督和管理的框架和机制，

它明确了组织中各层级和角色的职责、权力和相互关系。治理结构是组织治理的核心组成部

分，旨在确保组织目标的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护。 

 

1. 治理结构的核心要素 

治理结构通常包括以下核心要素： 

（1）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 

职责：董事会是治理结构的最高决策机构，负责设定组织的战略方向、监督管理层、确保合

规性，并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组成：通常由执行董事（内部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组成，以确保决策的独立性

和客观性。 

（2）管理层（Management） 

职责：管理层负责执行董事会制定的战略和政策，管理日常运营，并向董事会报告。 

组成：包括首席执行官（CEO）、首席财务官（CFO）、首席运营官（COO）等高级管理人员。 

（3）委员会（Committees） 

职责：董事会通常会设立专门委员会，以更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常见的委员会包括： 

审计委员会：监督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 

薪酬委员会：制定高管薪酬政策。 

提名委员会：负责董事和高管的提名。 

风险委员会：监督组织的风险管理。 

（4）股东（Shareholders） 

职责：股东是组织的所有者，通过股东大会行使投票权，选举董事会成员，并对重大事项（如

并购、分红）进行决策。 

权利：包括投票权、分红权和信息权。 



 

（5）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 

职责：利益相关者包括员工、客户、供应商、债权人、社区等，他们的利益需要在治理结构

中得到考虑。 

参与：通过沟通、报告和反馈机制参与组织的治理。 

 

2. 治理结构的功能 

治理结构的主要功能包括： 

（1）决策功能 

制定组织的战略目标和政策。 

对重大事项（如投资、并购、融资）进行决策。 

（2）监督功能 

监督管理层的行为和绩效，确保其符合组织的目标和政策。 

确保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透明度。 

（3）制衡功能 

通过分权和制衡机制，防止权力滥用。 

确保董事会、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权力平衡。 

（4）沟通功能 

确保组织内部和外部的信息流通。 

向利益相关者提供透明的报告和沟通。 

 

3. 治理结构的类型 

根据组织的性质和规模，治理结构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单一董事会结构（Unitary Board Structure） 

特点：董事会由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组成，负责决策和监督。 

适用：常见于英美等国的上市公司。 

（2）双层董事会结构（Two-Tier Board Structure） 

特点：分为监督董事会（Supervisory Board）和管理董事会（Management Board），前者负

责监督，后者负责管理。 

适用：常见于德国等欧洲国家。 

（3）家族治理结构（Family Governance Structure） 

特点：家族成员在董事会和管理层中占据重要位置，家族利益与组织利益紧密结合。 

适用：常见于家族企业。 

（4）非营利组织治理结构（Nonprofit Governance Structure） 

特点：董事会通常由志愿者组成，负责监督组织的使命和财务。 

适用：非营利组织、慈善机构等。 

 

4. 治理结构的设计原则 

设计有效的治理结构应遵循以下原则： 

（1）透明性（Transparency） 

确保决策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向利益相关者提供充分的信息。 

（2）问责性（Accountability） 

明确各层级和角色的职责，确保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3）公平性（Fairness） 

确保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公平对待。 



 

（4）独立性（Independence） 

确保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独立性，防止利益冲突。 

（5）有效性（Effectiveness） 

确保治理结构能够高效地支持组织目标的实现。 

 

5. 治理结构的重要性 

确保组织目标的实现：通过明确的职责和权力分配，确保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 

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通过透明和问责的机制，保护股东、员工、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 

提高组织的竞争力：有效的治理结构有助于提高组织的运营效率和决策质量。 

增强组织的信誉：良好的治理结构有助于增强组织在市场和社会的信誉。 

 

总结 

治理结构是组织内部用于决策、监督和管理的框架和机制，其核心要素包括董事会、管理层、

委员会、股东和利益相关者。治理结构的功能包括决策、监督、制衡和沟通，其设计应遵循

透明性、问责性、公平性、独立性和有效性等原则。有效的治理结构对于组织目标的实现、

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保护以及组织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IPPF（国际专业实务框架，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Practices Framework）**是内部审计的核心指导框架，由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制定。

IPPF 为内部审计的定义、职责、标准和实务提供了全面的指导。以下是 IPPF 的主要内容： 

 

1. IPPF 的组成部分 

IPPF 由强制性指南和推荐性指南两部分组成： 

（1）强制性指南 

定义：内部审计的基本定义和核心原则。 

职业道德规范：内部审计师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 

国际内部审计标准（Standards）：内部审计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 

（2）推荐性指南 

实施指南（Implementation Guidance）：帮助内部审计师理解和应用强制性指南。 

补充指南（Supplemental Guidance）：提供特定领域或行业的内部审计实务建议。 

 

2. 内部审计的定义 

根据 IPPF，内部审计的定义为： 

“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它通过

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评估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有效性。” 

 

3. 职业道德规范 

IPPF 的职业道德规范包括以下核心原则： 

诚信（Integrity）：内部审计师应诚实、公正地履行职责。 

客观性（Objectivity）：内部审计师应保持独立性，避免利益冲突。 

保密性（Confidentiality）：内部审计师应保护组织的机密信息。 



 

胜任能力（Competency）：内部审计师应具备必要的知识、技能和经验。 

 

4. 国际内部审计标准（Standards） 

国际内部审计标准是 IPPF 的核心部分，分为以下三类： 

（1）属性标准（Attribute Standards） 

描述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师的特征，包括： 

独立性：内部审计机构应独立于被审计对象。 

客观性：内部审计师应保持客观性。 

专业能力：内部审计师应具备必要的专业能力。 

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内部审计机构应建立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 

（2）工作标准（Performance Standards） 

描述内部审计工作的性质和质量要求，包括： 

审计计划：内部审计机构应制定基于风险的审计计划。 

审计执行：内部审计师应收集充分、可靠、相关和有用的审计证据。 

审计报告：内部审计师应清晰、准确地报告审计结果。 

后续审计：内部审计机构应跟踪审计建议的落实情况。 

（3）实施标准（Implementation Standards） 

针对特定类型的审计活动（如合规审计、IT 审计等）提供具体指导。 

 

5. 实施指南（Implementation Guidance） 

实施指南帮助内部审计师理解和应用强制性指南，包括： 

解释性材料：对标准和职业道德规范的具体解释。 

实务工具：如审计程序模板、风险评估工具等。 

 

6. 补充指南（Supplemental Guidance） 

补充指南提供特定领域或行业的内部审计实务建议，包括： 

行业指南：如金融、医疗、政府等行业的内部审计实务。 

专题指南：如 IT 审计、舞弊审计、环境审计等。 

 

7. IPPF 的核心原则 

IPPF 强调内部审计的以下核心原则： 

增加价值：内部审计应通过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为组织增加价值。 

独立性：内部审计机构应独立于被审计对象，以确保客观性。 

基于风险的方法：内部审计应基于风险评估，确定审计重点。 

系统化和规范化：内部审计应遵循系统化、规范化的方法，确保审计质量。 

 

8. IPPF 的应用 

IPPF 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如企业、政府、非营利组织等）和所有类型的内部审计活动（如

财务审计、运营审计、合规审计等）。内部审计师应根据 IPPF 的要求，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

并向组织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总结 

IPPF 是内部审计的核心框架，包括强制性指南（定义、职业道德规范、国际内部审计标准）

和推荐性指南（实施指南、补充指南）。它为内部审计的定义、职责、标准和实务提供了全



 

面的指导，强调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客观性、增加价值和基于风险的方法。在 CIA 考试中，

考生需要深入理解 IPPF 的内容，并能够将其应用于实际审计工作中。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ISO（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标准制定机构。ISO 制定的标准广泛应用于各个行

业和领域，对组织的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审计实践具有重要影响。以下是关于 ISO

组织的简要介绍： 

 

1. ISO 的基本信息 

成立时间：1947 年。 

总部：瑞士日内瓦。 

成员：包括来自 165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标准机构。 

使命：制定和发布国际标准，以促进全球贸易、技术创新和最佳实践。 

 

2. ISO 的主要职能 

制定国际标准：ISO 制定涵盖技术、管理、服务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促进全球合作：通过标准化，促进各国在技术、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合作。 

支持可持续发展：通过标准支持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经济发展。 

 

3. ISO 标准的制定过程 

ISO 标准的制定遵循以下步骤： 

提案：成员机构或技术委员会提出新标准的需求。 

准备：成立工作组，起草标准草案。 

讨论：成员机构对草案进行讨论和修改。 

投票：成员机构对最终草案进行投票。 

发布：通过投票后，标准正式发布。 

 

4. 与 CIA 相关的 ISO 标准 

在 CIA 考试中，以下 ISO 标准与内部审计、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密切相关： 

（1）ISO 31000（风险管理指南） 

内容：提供风险管理的原则、框架和过程。 

应用：帮助组织识别、评估和应对风险，支持决策和目标的实现。 

（2）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 

内容：规定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 

应用：帮助组织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增强客户满意度。 

（3）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 

内容：规定环境管理体系的要求，帮助组织减少环境影响。 

应用：支持组织实现环境目标和合规要求。 

（4）ISO 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内容：规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保护组织的机密信息。 

应用：帮助组织管理信息安全风险，防止数据泄露。 

（5）ISO 37001（反贿赂管理体系） 

内容：规定反贿赂管理体系的要求，帮助组织预防和应对贿赂行为。 



 

应用：支持组织建立道德文化和合规体系。 

 

5. ISO 标准在内部审计中的应用 

支持风险管理：ISO 31000 为内部审计师提供了风险管理的框架和工具。 

评估控制有效性：ISO 9001、ISO 14001 等标准为内部审计师提供了评估质量管理、环境管

理等控制活动的依据。 

增强审计独立性：ISO 标准为内部审计师提供了独立、客观的审计依据。 

促进持续改进：ISO 标准强调持续改进，与内部审计的目标一致。 

 

6. ISO 标准的重要性 

全球认可：ISO 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 

提高组织效率：通过实施 ISO 标准，组织可以提高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增强竞争力：ISO 认证可以增强组织的市场竞争力。 

支持合规性：ISO 标准帮助组织满足法律法规和行业要求。 

 

总结 

ISO 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其制定的标准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在 CIA 考试中，

ISO 标准（如 ISO 31000、ISO 9001、ISO 14001 等）与内部审计、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密切

相关。内部审计师应了解 ISO 标准的内容和应用，以支持组织的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活动。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内部审计章程（Internal Audit Charter）**是内部

审计职能的 foundational document，它定义了内部审计活动的目的、权限、职责和地位。

内部审计章程是内部审计部门运作的正式依据，通常由高级管理层批准并由董事会（或审计

委员会）通过。以下是内部审计章程的主要内容： 

 

1. 内部审计章程的定义 

内部审计章程是一份正式文件，明确了内部审计部门的使命、目标、权限、职责和组织地位。

它是内部审计职能的“宪法”，确保内部审计活动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2. 内部审计章程的主要内容 

根据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的标准，内部审计章程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1）使命与目标 

使命：内部审计部门的总体使命，通常与组织的目标一致。 

例如：“通过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增加组织价值并改善运营。” 

目标：内部审计部门的具体目标，如评估和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 

（2）权限 

访问权：内部审计部门有权访问与审计相关的所有记录、人员和实物资产。 

调查权：内部审计部门有权进行必要的调查，以履行其职责。 

报告权：内部审计部门有权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审计结果。 

（3）职责 

确认活动：评估和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有效性。 

咨询活动：为管理层提供改进建议和支持。 

舞弊调查：在必要时参与舞弊调查。 



 

合规性审计：确保组织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内部政策。 

（4）独立性 

组织独立性：内部审计部门应在组织内保持独立，直接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报告。 

客观性：内部审计师应保持客观性，避免利益冲突。 

（5）报告关系 

职能报告：内部审计部门应直接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报告，以确保独立性。 

行政报告：内部审计部门可以向高级管理层（如 CEO 或 CFO）报告日常行政事务。 

（6）范围 

审计范围：内部审计活动的范围，包括财务、运营、合规、IT 等领域。 

限制：内部审计活动的限制或排除事项（如有）。 

（7）责任 

内部审计部门的责任：如制定审计计划、执行审计程序、报告审计结果等。 

管理层的责任：如配合审计工作、落实审计建议等。 

（8）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 

内部评估：定期评估内部审计活动的质量。 

外部评估：至少每五年进行一次外部质量评估。 

（9）批准与更新 

批准：内部审计章程应由高级管理层批准，并由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通过。 

更新：内部审计章程应定期审查和更新，以确保其与组织的目标和环境一致。 

 

3. 内部审计章程的重要性 

明确职责：内部审计章程明确了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避免职责不清或越权。 

保障独立性：通过规定报告关系和访问权，内部审计章程保障了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 

支持治理：内部审计章程支持组织的治理框架，确保内部审计活动与组织的目标一致。 

提高透明度：内部审计章程向利益相关者（如董事会、管理层、外部审计师）提供了内部审

计活动的透明度。 

 

4. 内部审计章程的示例 

以下是一个简化的内部审计章程示例： 

 

内部审计章程 

使命 

内部审计部门的使命是通过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增加组织价值并改善运营。 

权限 

内部审计部门有权访问与审计相关的所有记录、人员和实物资产，并有权进行必要的调查。 

职责 

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责包括评估和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和治理过程的有效性，提供咨询建议，

并在必要时参与舞弊调查。 

独立性 

内部审计部门应在组织内保持独立，直接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报告关系 

内部审计部门职能上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行政上向首席执行官报告。 

范围 

内部审计活动的范围包括财务、运营、合规和 IT 等领域。 



 

批准与更新 

本章程由高级管理层批准，并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通过。本章程将定期审查和更新。 

 

总结 

内部审计章程是内部审计职能的 foundational document，明确了内部审计部门的使命、权

限、职责、独立性和报告关系。它是内部审计活动的正式依据，确保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

和客观性，并支持组织的治理框架。在 CIA 考试中，考生需要理解内部审计章程的内容和重

要性，并能够将其应用于实际审计工作中。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内部审计部门的报告关系是一个重要考点。内部审

计部门通常具有双重报告关系：职能报告（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和行政报告（向高级管

理层，如 CEO 或 CFO）。这种双重报告关系旨在确保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以下

是这两种报告关系的具体内容： 

 

1. 职能报告（Functional Reporting） 

职能报告是指内部审计部门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报告，以确保其独立性和客观性。职能报

告的内容通常包括： 

（1）审计计划 

年度审计计划：内部审计部门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审计计划，说明审计重点、资

源分配和时间安排。 

计划变更：如果审计计划需要调整，内部审计部门应及时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报告。 

（2）审计结果 

审计报告：内部审计部门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提交重大审计发现和建议。 

管理层回应：包括管理层对审计建议的回应和整改计划。 

（3）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内部审计部门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报告组织的整体风险状况。 

风险应对：包括内部审计部门对风险管理有效性的评估。 

（4）内部控制 

控制评估：内部审计部门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控制缺陷：包括重大控制缺陷及其影响。 

（5）舞弊调查 

舞弊风险：内部审计部门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报告舞弊风险的评估结果。 

舞弊案件：包括重大舞弊案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建议。 

（6）资源与预算 

资源需求：内部审计部门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报告资源需求（如人员、预算、技术等）。 

资源利用：包括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和效率。 

（7）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 

内部评估：内部审计部门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报告内部评估的结果。 

外部评估：包括外部质量评估的结果和改进计划。 

 

2. 行政报告（Administrative Reporting） 

行政报告是指内部审计部门向高级管理层（如 CEO 或 CFO）报告日常行政事务。行政报告



 

的内容通常包括： 

（1）日常运营 

审计进度：内部审计部门向高级管理层报告审计项目的进度和状态。 

资源管理：包括人员、预算和技术的日常管理。 

（2）审计协调 

审计安排：内部审计部门与高级管理层协调审计安排，确保审计活动不影响日常运营。 

审计支持：包括管理层对审计活动的支持和配合。 

（3）审计建议的落实 

整改进展：内部审计部门向高级管理层报告审计建议的整改进展。 

整改效果：包括整改措施的效果评估。 

（4）沟通与协作 

信息共享：内部审计部门与高级管理层共享相关信息，确保审计活动与组织目标一致。 

协作机制：包括内部审计部门与管理层的协作机制和沟通渠道。 

 

3. 职能报告与行政报告的区别 

方面 职能报告 行政报告 

报 告 对

象 
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 高级管理层（如 CEO、CFO） 

报 告 内

容 

审计计划、审计结果、风险管理、内部控制

等 
日常运营、审计协调、审计建议落实等 

报 告 目

的 
确保独立性和客观性 支持日常管理和运营 

报 告 频

率 
定期（如季度、年度） 日常或根据需要 

 

4. 双重报告关系的重要性 

保障独立性：职能报告确保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性，避免管理层干预。 

支持日常运营：行政报告确保内部审计部门与高级管理层的有效协作，支持日常运营。 

提高透明度：双重报告关系提高了内部审计活动的透明度，确保董事会和管理层都能了解审

计结果和建议。 

 

总结 

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能报告（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和行政报告（向高级管理层）是确保其

独立性和有效性的关键机制。职能报告侧重于审计计划、审计结果、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

内容，而行政报告侧重于日常运营、审计协调和审计建议的落实。在 CIA 考试中，考生需要

理解这两种报告关系的内容和区别，并能够将其应用于实际审计工作中。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COSO 委员会和 ISO 组织是两个重要的标准制定机

构，它们在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尽管两者都致力于提供最佳实践

框架，但它们在性质、目标和适用范围上存在显著差异。以下是关于 COSO 委员会和 ISO 组

织的详细对比： 

 



 

1. COSO 委员会 

（1）基本信息 

全称：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反虚假财务报

告委员会发起组织）。 

成立时间：1985 年。 

发起机构：由五个专业协会共同发起，包括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美国会计协会

（AAA）、国际财务执行官协会（FEI）、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和管理会计师协会（IMA）。 

使命：通过制定框架和指南，帮助组织改善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2）主要成果 

COSO 内部控制框架（1992 年发布，2013 年更新）： 

定义了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活动）。 

广泛应用于财务报告和合规领域。 

COSO 企业风险管理（ERM）框架（2004 年发布，2017 年更新）： 

扩展了内部控制框架，强调风险管理与战略目标的结合。 

包括八大要素（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

沟通、监控）。 

（3）特点 

专注于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COSO 的框架主要针对企业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自愿性：COSO 框架是自愿采用的，没有强制性。 

广泛应用：COSO 框架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尤其是在财务报告和合规领域。 

 

2. ISO 组织 

（1）基本信息 

全称：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国际标准化组织）。 

成立时间：1947 年。 

总部：瑞士日内瓦。 

成员：包括来自 165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标准机构。 

使命：制定和发布国际标准，以促进全球贸易、技术创新和最佳实践。 

（2）主要成果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 

规定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 

ISO 31000（风险管理指南）： 

提供风险管理的原则、框架和过程。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 

规定环境管理体系的要求，帮助组织减少环境影响。 

ISO 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规定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要求，保护组织的机密信息。 

ISO 26000（社会责任框架）： 

 

（3）特点 

广泛覆盖多个领域：ISO 标准涵盖技术、管理、服务、环境、信息安全等多个领域。 

国际认可：ISO 标准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 

自愿性与强制性结合：虽然 ISO 标准本身是自愿性的，但在某些行业或地区可能具有强制性

（如 ISO 9001 在某些行业的认证要求）。 

 



 

3. COSO 委员会与 ISO 组织的区别 

方面 COSO 委员会 ISO 组织 

性质 专业协会联合组织 国际标准化组织 

成立时间 1985 年 1947 年 

主要领域 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 技术、管理、服务、环境、信息安全等 

主要成果 
COSO 内部控制框架、COSO ERM 框

架 
ISO 9001、ISO 31000、ISO 14001 等 

适用范围 主要适用于企业治理和内部控制 适用于多个行业和领域 

强制性 自愿性 
自愿性，但在某些行业或地区可能具有强制

性 

国际认可

度 
在财务报告和合规领域广泛认可 全球范围内广泛认可 

 

4. 实际应用中的关系 

互补性：COSO 框架和 ISO 标准可以结合使用。例如，组织可以使用 COSO ERM 框架进行

风险管理，同时采用 ISO 31000 标准提供更详细的指导。 

侧重点不同：COSO 框架更侧重于企业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而 ISO 标准更广泛地适用于

多个领域和行业。 

 

总结 

COSO 委员会和 ISO 组织是两个重要的标准制定机构，尽管它们都致力于提供最佳实践框

架，但在性质、目标和适用范围上存在显著差异。COSO 委员会专注于治理、风险管理和内

部控制，而 ISO 组织则涵盖更广泛的技术、管理、服务和环境领域。在 CIA 考试中，考生需

要理解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并能够根据具体场景选择合适的框架进行分析和应用。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ISO 31000 和 COSO ERM 框架是两个重要的风险

管理框架。它们都旨在帮助组织管理风险，但在结构、内容和应用上存在一些区别和联系。

以下是它们的详细对比： 

 

1. ISO 31000 

（1）基本信息 

全称：ISO 31000 风险管理指南。 

发布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最新版本：2018 年。 

适用范围：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无论其规模、行业或性质。 

（2）核心内容 

风险管理原则： 

整合性：风险管理应嵌入组织的所有活动中。 

结构化：风险管理应系统化、规范化。 

定制化：风险管理应根据组织的具体需求进行定制。 

风险管理框架： 

领导力和承诺：高层管理应支持风险管理。 

整合：将风险管理嵌入组织的所有流程。 



 

设计：设计风险管理框架，包括政策、职责和资源。 

实施：实施风险管理框架。 

评估：评估风险管理框架的有效性。 

改进：持续改进风险管理框架。 

风险管理过程： 

沟通与咨询：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和咨询。 

建立环境：明确组织的内部和外部环境。 

风险评估：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 

风险应对：选择风险应对策略（如规避、减轻、转移或接受）。 

监控与评审：持续监控和评审风险管理过程。 

（3）特点 

通用性：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 

灵活性：可以根据组织的具体需求进行定制。 

国际认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 

 

2. COSO ERM 框架 

（1）基本信息 

全称：COSO 企业风险管理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发布机构：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发起组织（COSO）。 

最新版本：2017 年（COSO ERM 2017）。 

适用范围：主要适用于企业，尤其是财务报告和合规领域。 

（2）核心内容 

五大组成部分： 

治理与文化：设定组织的风险文化和治理结构。 

战略与目标设定：明确组织的战略和目标。 

风险识别与评估：识别和评估可能影响目标实现的风险。 

风险应对：选择风险应对策略（如规避、减轻、转移或接受）。 

信息、沟通与报告：确保风险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有效沟通。 

监控与改进：持续监控和改进风险管理过程。 

20 项原则：COSO ERM 框架包括 20 项具体原则，涵盖风险管理的各个方面。 

（3）特点 

企业导向：主要针对企业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结构化：提供详细的结构和原则，便于实施。 

广泛应用：在财务报告和合规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3. ISO 31000 与 COSO ERM 框架的区别 

方面 ISO 31000 COSO ERM 框架 

发布机构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反虚假财务报告委员会发起组织（COSO） 

最新版本 2018 年 2017 年 

适用范围 所有类型的组织 主要适用于企业 

核心内容 风险管理原则、框架和过程 五大组成部分和 20 项原则 

灵活性 高度灵活，可根据需求定制 结构化，提供详细原则 

国际认可度 全球范围内广泛认可 在财务报告和合规领域广泛认可 

 



 

4. ISO 31000 与 COSO ERM 框架的联系 

共同目标：两者都旨在帮助组织管理风险，支持目标的实现。 

互补性：ISO 31000 提供了通用的风险管理指南，而 COSO ERM 框架提供了更详细的企业风

险管理原则。组织可以结合使用两者，以全面管理风险。 

风险管理过程：两者都强调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和风险监控的过程。 

 

5. 实际应用中的选择 

ISO 31000：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尤其是那些需要灵活、定制化风险管理框架的组织。 

COSO ERM 框架：适用于企业，尤其是那些需要详细、结构化风险管理框架的组织。 

 

总结 

ISO 31000 和 COSO ERM 框架都是重要的风险管理框架，尽管它们在结构、内容和应用上存

在一些区别，但它们的共同目标是帮助组织管理风险。ISO 31000 更通用、灵活，适用于所

有类型的组织，而 COSO ERM 框架更结构化，主要适用于企业。在 CIA 考试中，考生需要

理解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并能够根据具体场景选择合适的框架进行分析和应用。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风险管理是一个重要模块，而风险的分类是理解和

管理风险的基础。风险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常见的分类方式包括按来源、性质和

影响等。以下是风险分类的详细说明： 

 

1. 按来源分类 

根据风险的来源，风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外部风险 

定义：来自组织外部的风险。 

示例： 

市场风险：如市场需求变化、竞争加剧等。 

经济风险：如经济衰退、通货膨胀、汇率波动等。 

政治风险：如政策变化、政府干预、战争等。 

法律风险：如法律法规变化、诉讼等。 

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台风等。 

（2）内部风险 

定义：来自组织内部的风险。 

示例： 

运营风险：如生产中断、供应链问题、技术故障等。 

财务风险：如现金流问题、融资困难等。 

人力资源风险：如员工流失、技能不足等。 

技术风险：如信息系统故障、数据泄露等。 

管理风险：如决策失误、内部控制失效等。 

 

2. 按性质分类 

根据风险的性质，风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战略风险 

定义：影响组织战略目标实现的风险。 



 

示例： 

市场定位错误。 

并购失败。 

技术创新失败。 

（2）运营风险 

定义：影响组织日常运营的风险。 

示例： 

生产中断。 

供应链中断。 

设备故障。 

（3）财务风险 

定义：影响组织财务状况的风险。 

示例： 

现金流问题。 

融资困难。 

汇率波动。 

（4）合规风险 

定义：组织未能遵守法律法规或内部政策的风险。 

示例： 

违反环境保护法规。 

违反劳动法。 

违反数据保护法规。 

（5）声誉风险 

定义：影响组织声誉的风险。 

示例： 

产品质量问题。 

负面媒体报道。 

客户投诉。 

 

3. 按影响分类 

根据风险的影响，风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纯粹风险（Pure Risk） 

定义：只有损失可能性的风险，没有收益可能性。 

示例： 

自然灾害。 

火灾。 

盗窃。 

（2）投机风险（Speculative Risk） 

定义：既有损失可能性，也有收益可能性的风险。 

示例： 

股票投资。 

新产品开发。 

市场扩张。 

 



 

4. 按可控性分类 

根据风险的可控性，风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可控风险 

定义：组织可以通过管理措施控制或减轻的风险。 

示例： 

运营风险。 

财务风险。 

人力资源风险。 

（2）不可控风险 

定义：组织无法通过管理措施控制或减轻的风险。 

示例： 

自然灾害。 

政治风险。 

经济衰退。 

 

5. 按时间分类 

根据风险的时间维度，风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短期风险 

定义：在短期内可能发生的风险。 

示例： 

现金流问题。 

供应链中断。 

客户投诉。 

（2）长期风险 

定义：在长期内可能发生的风险。 

示例： 

技术变革。 

市场趋势变化。 

法律法规变化。 

 

6. 按领域分类 

根据风险的领域，风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财务风险 

定义：影响组织财务状况的风险。 

示例： 

现金流问题。 

融资困难。 

汇率波动。 

（2）IT 风险 

定义：影响组织信息技术系统的风险。 

示例： 

数据泄露。 

系统故障。 

网络攻击。 



 

（3）环境风险 

定义：影响组织环境绩效的风险。 

示例： 

污染。 

资源浪费。 

气候变化。 

 

总结 

在 CIA 考试中，风险的分类是风险管理的基础。常见的分类方式包括按来源（外部风险、内

部风险）、性质（战略风险、运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影响（纯粹风险、投机风险）、可控

性（可控风险、不可控风险）、时间（短期风险、长期风险）和领域（财务风险、IT 风险、

环境风险等）。理解这些分类有助于内部审计师更好地识别、评估和应对风险。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首席审计执行官（CAE）和高级审计员（Senior 

Auditor）**是内部审计部门的两个关键角色。他们的职责、权力和能力要求有所不同，以下

是详细的对比： 

 

1. 首席审计执行官（CAE） 

（1）职责 

战略规划：制定内部审计部门的战略目标和年度审计计划。 

资源管理：管理内部审计部门的资源，包括人员、预算和技术。 

报告与沟通：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报告审计结果和建议。 

风险管理：评估组织的整体风险状况，并制定相应的审计计划。 

质量控制：确保内部审计活动的质量和合规性。 

外部协调：与外部审计师、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协调。 

（2）权力 

访问权：有权访问与审计相关的所有记录、人员和实物资产。 

报告权：有权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报告重大审计发现和建议。 

决策权：在内部审计部门的运营和管理方面具有决策权。 

资源分配权：有权分配内部审计部门的资源（如人员、预算、技术等）。 

（3）能力要求 

领导能力：能够领导和管理内部审计部门，制定战略目标和计划。 

沟通能力：能够与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有效沟通。 

风险管理能力：能够评估和管理组织的整体风险状况。 

专业知识：具备丰富的内部审计、风险管理和控制知识。 

决策能力：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明智的决策。 

 

2. 高级审计员（Senior Auditor） 

（1）职责 

审计计划：参与制定审计计划，确定审计重点和方法。 

审计执行：领导审计团队执行审计程序，收集和分析审计证据。 

审计报告：编写审计报告，提出审计发现和建议。 

后续审计：跟踪审计建议的落实情况。 



 

团队管理：指导和支持初级审计员，确保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2）权力 

访问权：有权访问与审计相关的记录、人员和实物资产。 

报告权：有权向 CAE 报告审计发现和建议。 

执行权：有权执行审计程序，收集和分析审计证据。 

建议权：有权提出审计建议和改进措施。 

（3）能力要求 

审计技能：具备扎实的审计知识和技能，能够执行复杂的审计程序。 

分析能力：能够分析审计证据，识别问题和风险。 

沟通能力：能够与审计团队、被审计单位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有效沟通。 

团队合作：能够领导和支持审计团队，确保审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专业知识：具备内部审计、风险管理和控制的知识。 

 

3. CAE 与高级审计员的区别 

方面 首席审计执行官（CAE） 高级审计员（Senior Auditor） 

职责 
战略规划、资源管理、报告与沟通、风险管

理 

审计计划、审计执行、审计报告、后续审

计 

权力 访问权、报告权、决策权、资源分配权 访问权、报告权、执行权、建议权 

能 力 要

求 
领导能力、沟通能力、风险管理能力 审计技能、分析能力、沟通能力 

工 作 重

点 
战略层面，关注整体风险和组织目标 操作层面，关注具体审计项目和程序 

报 告 对

象 
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 首席审计执行官（CAE） 

 

4. 实际应用中的协作 

CAE 负责制定内部审计部门的战略目标和计划，并向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报告。 

高级审计员负责执行具体的审计项目，向 CAE 报告审计发现和建议。 

协作机制：CAE 和高级审计员需要密切协作，确保内部审计活动的有效性和效率。 

 

总结 

首席审计执行官（CAE）和高级审计员（Senior Auditor）在职责、权力和能力要求上有所不

同。CAE 侧重于战略规划、资源管理和风险管理，而高级审计员侧重于审计计划、审计执行

和审计报告。在 CIA 考试中，考生需要理解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并能够将其应用于实际审计

工作中。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COBIT（Control Objectives for Information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是一个重要的 IT 治理和控制框架，由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协会

（ISACA）发布。COBIT 旨在帮助组织有效管理和控制信息技术（IT）资源，确保 IT 与业务

目标一致，并有效管理 IT 风险。以下是 COBIT 的具体内容： 

 

1. COBIT 的基本信息 



 

全称：Control Objectives for Information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信息及相关技术控制目

标）。 

发布机构：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协会（ISACA）。 

最新版本：COBIT 2019。 

适用范围：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无论其规模、行业或性质。 

 

2. COBIT 的核心内容 

COBIT 2019 框架包括以下核心内容： 

（1）五大原则 

COBIT 2019 基于五大原则，这些原则是有效治理和管理 IT 的基础： 

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IT 治理和管理应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端到端覆盖：IT 治理和管理应覆盖组织的所有层面和功能。 

单一集成框架：COBIT 是一个集成的框架，可以与其他标准和框架（如 ITIL、ISO 27001）结

合使用。 

整体方法：IT 治理和管理应采用整体方法，考虑所有相关因素。 

治理与管理分离：治理和管理应有明确的区分，治理关注“做什么”，管理关注“如何做”。 

（2）七大治理目标 

COBIT 2019 定义了七大治理目标，涵盖 IT 治理的各个方面： 

利益相关者价值：确保 IT 投资和资源的使用能够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战略目标：确保 IT 战略与业务战略一致。 

风险管理：确保 IT 相关的风险得到有效管理。 

资源管理：确保 IT 资源（如人员、技术、信息）得到有效管理。 

绩效管理：确保 IT 绩效得到有效监控和评估。 

合规性：确保 IT 活动符合法律法规和内部政策。 

人员行为：确保 IT 相关的人员行为符合组织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 

（3）40 个治理和管理目标 

COBIT 2019 包括 40 个治理和管理目标，分为以下五类： 

评估、指导和监控（EDM）：5 个目标，关注治理活动。 

调整、计划和组织（APO）：14 个目标，关注 IT 战略和规划。 

构建、获取和实施（BAI）：10 个目标，关注 IT 项目的实施。 

交付、服务和支持（DSS）：6 个目标，关注 IT 服务的交付和支持。 

监控、评估和评估（MEA）：5 个目标，关注 IT 绩效的监控和评估。 

（4）设计因素 

COBIT 2019 引入了设计因素，帮助组织根据其具体需求定制 COBIT 框架。设计因素包括： 

企业目标：组织的战略目标和优先级。 

风险概况：组织的风险偏好和容忍度。 

IT 相关问题：组织面临的 IT 相关问题。 

角色和职责：组织内的角色和职责分配。 

合规要求：组织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5）绩效管理 

COBIT 2019 强调绩效管理，提供了一套绩效管理工具和方法，包括： 

绩效指标：用于衡量 IT 绩效的指标。 

成熟度模型：用于评估 IT 治理和管理的成熟度。 

能力级别：用于评估 IT 流程的能力级别。 



 

（6）实施指南 

COBIT 2019 提供了详细的实施指南，帮助组织有效实施 COBIT 框架。实施指南包括： 

实施步骤：从启动到持续改进的实施步骤。 

案例研究：实际案例，展示如何应用 COBIT 框架。 

工具和模板：支持实施的工具和模板。 

 

3. COBIT 的应用 

COBIT 框架广泛应用于以下领域： 

IT 治理：帮助组织有效治理 IT 资源，确保 IT 与业务目标一致。 

风险管理：帮助组织识别、评估和应对 IT 相关的风险。 

合规性：帮助组织确保 IT 活动符合法律法规和内部政策。 

绩效管理：帮助组织监控和评估 IT 绩效，持续改进 IT 治理和管理。 

 

4. COBIT 与其他框架的关系 

COBIT 可以与其他 IT 治理和管理框架（如 ITIL、ISO 27001、NIST CSF）结合使用，提供更

全面的 IT 治理和管理解决方案。 

 

总结 

COBIT 是一个全面的 IT 治理和控制框架，旨在帮助组织有效管理和控制 IT 资源，确保 IT 与

业务目标一致，并有效管理 IT 风险。COBIT 2019 包括五大原则、七大治理目标、40 个治理

和管理目标、设计因素、绩效管理和实施指南。在 CIA 考试中，考生需要理解 COBIT 的核心

内容和应用场景，并能够将其应用于实际审计工作中。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QAIP）是重要考点，主要涉

及以下内容： 

1. 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的框架 

定义与目标：理解 QAIP 的定义及其在提升内部审计活动效果和效率中的作用。 

框架要素：掌握 QAIP 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 

2. 内部评估 

持续监控：了解如何通过持续监控确保内部审计活动符合标准。 

定期自我评估：掌握定期自我评估的流程和方法。 

3. 外部评估 

频率与要求：理解外部评估的频率（至少每五年一次）及其要求。 

评估类型：掌握全面外部评估和外部评审的区别及适用场景。 

评估人员资格：了解外部评估人员的资格要求。 

4. 质量评估报告 

报告内容：掌握质量评估报告应包含的内容，如评估范围、结果和改进建议。 

报告分发：了解报告的分发对象，如董事会、高级管理层等。 

5. 改进措施 

制定与实施：理解如何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并实施改进措施。 

跟踪与反馈：掌握改进措施的跟踪和反馈机制。 

6. 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框架（IPPF） 



 

标准与指南：熟悉 IPPF 中与 QAIP 相关的标准（如 1300 系列）和指南。 

职业道德：理解职业道德在 QAIP 中的重要性。 

7. 质量评估工具与技术 

工具与技术：掌握常用的质量评估工具，如问卷调查、访谈和文件审查。 

数据分析：了解如何通过数据分析评估内部审计活动的质量。 

8. 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的责任 

首席审计执行官（CAE）责任：理解 CAE 在 QAIP 中的主要职责。 

内部审计团队责任：掌握内部审计团队在 QAIP 中的角色和责任。 

9. 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的挑战 

常见挑战：了解实施 QAIP 时可能遇到的挑战，如资源限制和抵触情绪。 

应对策略：掌握应对这些挑战的策略。 

10. 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的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通过案例分析理解 QAIP 的实际应用和效果。 

复习建议 

理解概念：深入理解 QAIP 的核心概念和要求。 

熟悉标准：掌握 IPPF 中与 QAIP 相关的标准。 

多做练习：通过练习题和案例分析巩固知识。 

掌握这些考点有助于在 CIA 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QAIP）的内部评估包括持续

监控和定期自我评估。以下是这两种评估的具体形式： 

 

1. 持续监控 

持续监控是日常进行的评估活动，旨在确保内部审计活动始终符合《国际内部审计专业实务

框架》（IPPF）的要求。具体形式包括： 

1.1 审计工作底稿的复核 

形式：由审计主管或高级审计师对审计工作底稿进行复核，确保其完整性、准确性和合规性。 

目的：确保审计证据充分支持审计结论，并符合审计程序。 

1.2 审计报告的审查 

形式：在审计报告发布前，由首席审计执行官（CAE）或其他指定人员对报告进行审查。 

目的：确保报告内容清晰、准确，且符合组织政策和 IPPF 标准。 

1.3 审计计划的跟踪 

形式：定期检查审计计划的执行情况，确保审计活动按计划进行。 

目的：及时发现偏差并采取纠正措施。 

1.4 审计工具的检查 

形式：对审计软件、模板和工具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其符合审计标准。 

目的：提高审计效率和一致性。 

1.5 客户反馈的收集与分析 

形式：通过问卷调查、访谈或会议收集被审计单位的反馈。 

目的：了解客户对审计服务的满意度，并识别改进机会。 

1.6 关键绩效指标（KPI）的监控 



 

形式：定期跟踪内部审计活动的 KPI，如审计完成率、发现问题数量等。 

目的：评估内部审计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2. 定期自我评估 

定期自我评估是对内部审计活动的全面检查，通常每年进行一次。具体形式包括： 

2.1 内部审计职能的全面审查 

形式：由内部审计团队对自身的审计职能进行全面审查，包括审计计划、执行、报告和后续

跟踪。 

目的：确保内部审计活动符合 IPPF 标准和组织目标。 

2.2 对标分析 

形式：将内部审计活动与行业最佳实践或 IPPF 标准进行对比。 

目的：识别差距并制定改进措施。 

2.3 审计流程的评估 

形式：对审计流程（如风险评估、审计程序、报告编写等）进行评估。 

目的：确保流程的效率和有效性。 

2.4 审计人员的绩效评估 

形式：通过绩效评估工具（如 360 度反馈）评估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表现。 

目的：识别培训需求并提升团队能力。 

2.5 文件审查 

形式：对审计工作底稿、报告和其他文件进行抽样审查。 

目的：确保文件符合 IPPF 标准和组织政策。 

2.6 内部审计章程的审查 

形式：审查内部审计章程，确保其内容与 IPPF 标准一致，并反映组织的实际情况。 

目的：确保内部审计职能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2.7 改进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形式：根据自我评估结果制定改进计划，并跟踪实施进展。 

目的：持续提升内部审计活动的质量。 

 

持续监控与定期自我评估的区别 

方面 持续监控 定期自我评估 

频率 日常进行 通常每年一次 

范围 针对具体审计项目或活动 针对整个内部审计职能 

形式 工作底稿复核、报告审查、客户反馈等 全面审查、对标分析、流程评估等 

目的 确保日常审计活动符合标准 全面评估内部审计职能的质量 

 

复习建议 

理解概念：掌握持续监控和定期自我评估的定义、目的和区别。 

熟悉形式：了解每种评估的具体形式及其应用场景。 

结合案例：通过案例分析理解如何在实践中实施这些评估。 

掌握这些内容有助于在 CIA 考试中应对与质量保证与改进程序相关的题目。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CRO（首席风险官，Chief Risk Officer）**的职责



 

是风险管理领域的重要考点。CRO 是组织内负责全面风险管理（ERM）的高级管理人员，其

职责涵盖风险识别、评估、监控和报告等方面。以下是 CRO 的主要职责： 

 

1. 制定和实施风险管理框架 

职责：CRO 负责制定组织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并确保其与组织的战略目标一致。 

具体内容： 

设计风险管理的政策、流程和工具。 

确保风险管理框架符合行业标准和监管要求。 

 

2. 风险识别与评估 

职责：CRO 负责识别和评估组织面临的各种风险（如战略风险、运营风险、财务风险、合规

风险等）。 

具体内容： 

组织风险识别活动（如风险评估研讨会）。 

使用定量和定性方法评估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 

确定风险的优先级。 

 

3. 风险监控与报告 

职责：CRO 负责监控风险的变化，并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风险状况。 

具体内容： 

建立风险监控机制（如风险仪表盘、关键风险指标）。 

定期编制风险报告，包括风险趋势、关键风险和应对措施。 

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提供风险管理的决策支持。 

 

4. 风险应对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职责：CRO 负责制定和实施风险应对策略，以降低风险对组织的影响。 

具体内容： 

制定风险应对计划（如风险规避、风险转移、风险减轻、风险接受）。 

协调各部门实施风险应对措施。 

监督风险应对措施的有效性。 

 

5. 风险文化的建设 

职责：CRO 负责在组织内推广风险意识，建立良好的风险文化。 

具体内容： 

开展风险管理培训，提高员工的风险意识。 

推动风险管理理念融入组织的日常运营。 

鼓励员工主动报告风险。 

 

6. 与内部审计部门的协作 



 

职责：CRO 与内部审计部门密切合作，确保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效性和合规性。 

具体内容： 

与内部审计部门共享风险信息。 

支持内部审计部门对风险管理活动的审计。 

根据内部审计的建议改进风险管理流程。 

 

7. 合规与监管风险管理 

职责：CRO 负责确保组织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具体内容： 

监控法律法规的变化，评估其对组织的影响。 

制定合规风险管理计划。 

与法律和合规部门合作，确保合规性。 

 

8. 危机管理与应急预案 

职责：CRO 负责制定和实施危机管理计划，以应对突发事件。 

具体内容： 

识别潜在的危机场景（如自然灾害、网络攻击、财务危机）。 

制定应急预案并进行演练。 

在危机发生时协调应急响应。 

 

9. 风险管理技术的应用 

职责：CRO 负责推动风险管理技术的应用，以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具体内容： 

选择和实施风险管理软件。 

利用数据分析技术识别和评估风险。 

推动风险管理的数字化转型。 

 

10. 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沟通 

职责：CRO 负责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如监管机构、投资者、客户）沟通风险状况。 

具体内容： 

向监管机构提交风险管理报告。 

向投资者和客户披露重大风险。 

回应外部利益相关者的风险相关问题。 

 

CRO 与内部审计的关系 

协作关系：CRO 和内部审计部门在风险管理中密切合作，但职责不同： 

CRO：负责风险管理的实施和监督。 

内部审计：负责对风险管理活动的独立评估和 assurance。 

独立性：内部审计部门应对 CRO 的风险管理活动进行独立评估，以确保其有效性和合规性。 

 



 

复习建议 

理解职责：掌握 CRO 的主要职责及其在全面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熟悉风险管理流程：了解风险识别、评估、监控和应对的基本流程。 

结合案例：通过案例分析理解 CRO 在实际工作中的角色和责任。 

掌握这些内容有助于在 CIA 考试中应对与 CRO 职责相关的题目。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CEO（首席执行官）和 CRO（首席风险官）**在

风险管理领域的职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理解他们的角色和相互关系对于掌握全面风险管理

（ERM）的概念至关重要。以下是 CEO 和 CRO 在风险管理中的不同和联系： 

 

一、CEO 在风险管理中的职责 

CEO 是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对组织的整体绩效和战略方向负责。在风险管理领域，CEO 的

主要职责包括： 

1. 设定风险管理的基调 

职责：CEO 负责在组织内建立风险管理的基调和文化。 

具体内容： 

通过言行传达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推动风险意识融入组织的日常运营。 

2. 制定战略目标并识别相关风险 

职责：CEO 负责制定组织的战略目标，并识别可能影响目标实现的风险。 

具体内容： 

确保战略目标与组织的风险偏好一致。 

识别战略风险（如市场竞争、技术变革）。 

3. 监督风险管理框架的实施 

职责：CEO 负责监督风险管理框架的实施，确保其有效支持组织的战略目标。 

具体内容： 

确保风险管理框架覆盖所有关键风险领域。 

监督风险管理资源的分配。 

4. 决策重大风险应对措施 

职责：CEO 负责决策重大风险的应对措施。 

具体内容： 

批准风险应对策略（如风险规避、风险转移）。 

在危机情况下做出关键决策。 

5. 与董事会沟通风险状况 

职责：CEO 负责向董事会报告组织的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效性。 

具体内容： 

定期向董事会提交风险管理报告。 

在董事会会议上讨论重大风险问题。 

 

二、CRO 在风险管理中的职责 



 

CRO 是组织内负责全面风险管理的高级管理人员，其职责更加专注于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

和监督。CRO 的主要职责包括： 

1. 制定和实施风险管理框架 

职责：CRO 负责设计并实施组织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 

具体内容： 

制定风险管理的政策、流程和工具。 

确保风险管理框架符合行业标准和监管要求。 

2. 风险识别与评估 

职责：CRO 负责识别和评估组织面临的各种风险。 

具体内容： 

组织风险评估活动。 

使用定量和定性方法评估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 

3. 风险监控与报告 

职责：CRO 负责监控风险的变化，并向 CEO 和董事会报告风险状况。 

具体内容： 

建立风险监控机制。 

定期编制风险报告。 

4. 风险应对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职责：CRO 负责制定和实施风险应对策略。 

具体内容： 

制定风险应对计划。 

协调各部门实施风险应对措施。 

5. 风险文化的建设 

职责：CRO 负责在组织内推广风险意识，建立良好的风险文化。 

具体内容： 

开展风险管理培训。 

推动风险管理理念融入组织的日常运营。 

 

三、CEO 与 CRO 在风险管理中的联系 

共同目标： 

CEO 和 CRO 的共同目标是确保组织的风险管理活动有效支持战略目标的实现。 

协作关系： 

CRO 向 CEO 报告风险状况，并提供风险管理建议。 

CEO 依赖 CRO 的专业知识来制定和实施风险管理策略。 

信息共享： 

CRO 向 CEO 提供风险信息，以支持决策。 

CEO 向 CRO 传达组织的战略目标和风险偏好。 

 

四、CEO 与 CRO 在风险管理中的不同 

方面 CEO CRO 

职责范围 对组织的整体绩效和战略方向负责 专注于风险管理的具体实施和监督 

决策权限 决策重大风险应对措施 制定风险应对策略并协调实施 

报告对象 向董事会报告风险状况 向 CEO 和董事会报告风险状况 

风险管理角色 设定风险管理的基调和文化 设计和实施风险管理框架 



 

方面 CEO CRO 

战略与执行 制定战略目标并识别相关风险 实施风险管理活动以支持战略目标 

 

五、复习建议 

理解角色：掌握 CEO 和 CRO 在风险管理中的不同职责。 

熟悉协作关系：了解 CEO 和 CRO 如何协作以实现有效的风险管理。 

结合案例：通过案例分析理解 CEO 和 CRO 在实际工作中的角色和责任。 

掌握这些内容有助于在 CIA 考试中应对与 CEO 和 CRO 职责相关的题目。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 **CSR（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相关的考点主要集中在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领域。以下是 CSR 在

CIA 考试中的主要考点： 

 

1. CSR 的定义与核心概念 

定义：CSR 是指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主动承担对社会、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 

核心概念： 

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企业应关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的绩效。 

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应考虑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可持续发展：CSR 强调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确保可持续发展。 

 

2. CSR 与治理的关系 

治理框架中的 CSR：CSR 是企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董事会和高管层应确保企业的运营符

合社会责任要求。 

CSR 政策与治理结构： 

董事会应制定 CSR 政策，并监督其实施。 

企业应建立专门的 CSR 委员会或部门，负责 CSR 相关事务。 

透明度与问责制：企业应通过 CSR 报告等方式，向利益相关者披露其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3. CSR 与风险管理的关系 

CSR 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环境风险：如污染、资源浪费、气候变化等。 

社会风险：如员工权益、社区关系、供应链责任等。 

声誉风险：CSR 问题可能对企业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 

CSR 风险的应对策略： 

规避：通过改进流程或技术，减少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 

减轻：通过公关和沟通策略，减轻 CSR 问题对声誉的影响。 

转移：通过保险或合作，转移部分 CSR 风险。 

接受：对于无法避免的 CSR 风险，企业应制定应急预案。 



 

 

4. CSR 与内部控制的关系 

内部控制中的 CSR 要素： 

控制环境：企业应建立支持 CSR 的文化和价值观。 

风险评估：企业应定期评估 CSR 相关风险，并将其纳入整体风险管理框架。 

控制活动：企业应制定和实施 CSR 相关的政策和程序，如环保措施、员工福利政策等。 

信息与沟通：企业应确保 CSR 相关信息在内部和外部的有效沟通。 

监控活动：企业应定期监控 CSR 政策的执行情况，并进行改进。 

 

5. CSR 报告与披露 

CSR 报告的内容： 

环境绩效：如碳排放、能源消耗、废物管理等。 

社会绩效：如员工福利、社区参与、供应链责任等。 

治理绩效：如董事会多样性、反腐败措施等。 

CSR 报告的标准： 

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标准：广泛使用的 CSR 报告框架。 

ISO 26000：社会责任指南，提供 CSR 报告的指导原则。 

SASB（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标准：针对特定行业的 CSR 报告标准。 

 

6. CSR 与内部审计的关系 

内部审计在 CSR 中的角色： 

评估 CSR 政策的有效性：内部审计应评估企业 CSR 政策的实施情况，确保其符合法律法规

和内部政策。 

识别 CSR 风险：内部审计应识别企业在 CSR 方面的潜在风险，并提出改进建议。 

监控 CSR 报告的准确性：内部审计应确保 CSR 报告的数据准确、完整，并符合相关标准。 

提供咨询建议：内部审计可以为管理层提供 CSR 相关的改进建议，帮助企业更好地履行社

会责任。 

 

7. CSR 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合规要求 

国际法律法规： 

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鼓励企业遵守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等方面

的原则。 

OECD 跨国公司指南：提供跨国公司在 CSR 方面的行为准则。 

国内法律法规： 

环境保护法：要求企业减少环境污染，履行环保责任。 

劳动法：要求企业保障员工权益，提供公平的工作环境。 

反腐败法：要求企业建立反腐败机制，确保商业行为的合规性。 

 

8. CSR 与利益相关者沟通 



 

利益相关者识别：企业应识别其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等。 

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应通过定期沟通、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了解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和需求。 

利益相关者反馈：企业应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反馈，调整 CSR 策略和政策。 

 

9. CSR 与绩效管理 

CSR 绩效指标： 

环境指标：如碳排放量、能源使用效率、废物回收率等。 

社会指标：如员工满意度、社区投资、供应链合规性等。 

治理指标：如董事会多样性、反腐败措施的执行情况等。 

CSR 绩效评估：企业应定期评估 CSR 绩效，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改进。 

 

10. CSR 与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的原则： 

PDCA 循环：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行动（Act），用于持续改进 CSR 绩

效。 

六西格玛：通过数据分析和流程改进，提升 CSR 绩效。 

改进措施：企业应根据 CSR 绩效评估结果，制定和实施改进措施，确保 CSR 政策的持续优

化。 

 

复习建议 

理解 CSR 的核心概念：掌握 CSR 的定义、三重底线、利益相关者理论等核心概念。 

熟悉 CSR 与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的关系：理解 CSR 在企业治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

制中的作用。 

掌握 CSR 报告的标准与内容：了解 GRI、ISO 26000、SASB 等 CSR 报告标准，掌握 CSR 报

告的主要内容。 

结合案例学习：通过案例分析，理解 CSR 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总结 

CSR 在 CIA 考试中是一个跨领域的考点，涉及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内部审计等多个

方面。考生需要深入理解 CSR 的核心概念及其在企业中的应用，并能够结合实际案例进行

分析。掌握这些内容有助于在 CIA 考试中应对与 CSR 相关的题目。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BEAC（Board of External Auditors and Consultants）

和 PCAOB（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是两个与审计和监管相关的

组织。以下是它们的详细介绍及其主要职责： 

 

1. BEAC（Board of External Auditors and Consultants） 

1.1 基本信息 



 

全称：Board of External Auditors and Consultants（外部审计师和顾问委员会）。 

性质：BEAC 通常是一个组织内部的委员会，负责监督外部审计师和顾问的工作。 

组成：BEAC 通常由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和独立专家组成。 

1.2 主要职责 

监督外部审计师： 

选择、任命和评估外部审计师。 

确保外部审计师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审查外部审计师的审计计划和审计报告。 

监督顾问： 

选择、任命和评估外部顾问。 

确保顾问的工作符合组织的需求和标准。 

审查顾问的报告和建议。 

协调内部与外部审计： 

确保内部审计部门与外部审计师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协作。 

协调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工作范围，避免重复工作。 

风险管理与合规： 

监督外部审计师和顾问在风险管理和合规方面的建议。 

确保外部审计师和顾问的工作符合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 

1.3 在 CIA 考试中的重要性 

治理与监督：BEAC 在组织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确保外部审计师和顾问的工作符合组织的

战略目标和合规要求。 

风险管理：BEAC 通过监督外部审计师和顾问的工作，帮助组织识别和管理风险。 

内部控制：BEAC 通过审查外部审计师和顾问的报告，确保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2. PCAOB（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 

2.1 基本信息 

全称：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成立时间：2002 年，根据《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成立。 

性质：PCAOB 是一个非营利机构，负责监督公众公司的审计工作，确保审计质量和透明度。 

总部：美国华盛顿特区。 

2.2 主要职责 

注册与监管： 

负责注册为公众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对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定期检查和监督。 

制定审计标准： 

制定和发布审计、质量控制、道德和独立性等方面的标准。 

确保审计师在执行审计工作时遵循这些标准。 

调查与执法： 

对违反审计标准或法律法规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进行调查。 

对违规行为采取执法行动，包括罚款、暂停或撤销注册资格。 

保护投资者利益： 

通过提高审计质量和透明度，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确保公众公司财务报表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3 在 CIA 考试中的重要性 



 

审计质量与透明度：PCAOB 通过制定审计标准和监督审计师的工作，确保审计质量和透明

度。 

合规与风险管理：PCAOB 的监管活动有助于确保公众公司遵守法律法规，降低财务报告风

险。 

内部控制：PCAOB 的审计标准和要求有助于加强公众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 

 

3. BEAC 与 PCAOB 的区别 

方面 BEAC PCAOB 

性质 组织内部的委员会 独立的非营利监管机构 

成立依据 组织内部治理结构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主要职责 监督外部审计师和顾问 监督公众公司的审计工作 

适用范围 特定组织内部 所有为公众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监管对象 外部审计师和顾问 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 

法律依据 组织内部政策和治理框架 美国联邦法律（《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4. 复习建议 

理解组织性质与职责：掌握 BEAC 和 PCAOB 的性质、成立背景及其主要职责。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了解《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 PCAOB 的影响，以及 BEAC 在组织治

理中的作用。 

结合案例学习：通过案例分析，理解 BEAC 和 PCAOB 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总结 

BEAC 和 PCAOB 在 CIA 考试中是两个重要的组织，分别负责组织内部的外部审计师和顾问

的监督，以及公众公司审计工作的监管。考生需要深入理解它们的性质、职责及其在治理、

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中的作用，并能够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掌握这些内容有助于在 CIA

考试中应对与 BEAC 和 PCAOB 相关的题目。 

 

 

在 CIA 中，风险控制的三道防线各自职责如下： 

1. 第一道防线：业务部门 

职责：业务部门负责日常风险管理，识别、评估和控制与其活动相关的风险。 

具体任务： 

识别并评估风险。 

实施控制措施。 

确保遵守政策和程序。 

及时报告风险事件。 

2. 第二道防线：风险管理与合规部门 

职责：提供风险管理的框架、工具和支持，监督第一道防线的执行。 

具体任务： 

制定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 

提供培训和支持。 

监控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报告重大风险。 

3. 第三道防线：内部审计部门 



 

职责：独立评估风险管理和控制措施的有效性，确保前两道防线正常运行。 

具体任务： 

进行独立审计。 

评估风险管理和控制的有效性。 

提供改进建议。 

向高层报告审计结果。 

总结 

第一道防线：业务部门负责日常风险管理。 

第二道防线：风险管理与合规部门提供支持和监督。 

第三道防线：内部审计部门进行独立评估。 

这三道防线共同确保 CIA 的风险管理有效且合规。 

 

在 CIA 中，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风险控制三道防线中的任何一道。三道防线是一个操作框

架，主要针对风险管理、合规和内部审计等职能，而高级管理人员（如局长、副局长等）的

职责是监督和指导整个组织的风险管理体系，确保其有效运行。 

高级管理人员的角色 

战略决策：制定风险管理策略和政策。 

监督与指导：确保三道防线有效运作。 

资源分配：为风险管理提供必要资源。 

文化建设：推动风险意识和合规文化。 

三道防线的划分 

第一道防线：业务部门（负责日常风险管理）。 

第二道防线：风险管理与合规部门（提供支持和监督）。 

第三道防线：内部审计部门（独立评估风险控制）。 

总结 

高级管理人员在三道防线之外，负责整体监督和战略指导，确保三道防线有效运行。 

 

 

在 CIA（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考试中，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是一个重要章节，其中“控制”

的分类和具体内容是考试的重点之一。以下是控制的不同分类及其具体内容： 

 

1. 控制的分类 

控制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常见的分类方式包括： 

（1）按控制的性质分类 

预防性控制：旨在防止错误或风险的发生。 

例如：权限设置、职责分离、审批流程。 

检查性控制：旨在发现已经发生的错误或问题。 

例如：对账、审计、绩效评估。 

纠正性控制：旨在纠正已发现的错误或问题。 

例如：错误更正程序、问题整改计划。 

（2）按控制的时间分类 

事前控制：在业务活动发生之前实施的控制。 

例如：预算编制、风险评估。 

事中控制：在业务活动进行过程中实施的控制。 



 

例如：实时监控、审批流程。 

事后控制：在业务活动完成后实施的控制。 

例如：绩效评估、审计。 

（3）按控制的层次分类 

战略层控制：与组织整体目标和战略相关的控制。 

例如：战略规划、风险管理政策。 

管理层控制：与业务运营和资源分配相关的控制。 

例如：预算控制、绩效管理。 

操作层控制：与具体业务流程相关的控制。 

例如：权限管理、数据输入验证。 

（4）按控制的形式分类 

人工控制：由人员执行的控制。 

例如：审批、检查。 

自动控制：由系统或技术执行的控制。 

例如：系统权限设置、数据验证。 

 

2. 控制的具体内容 

控制的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内部控制环境 

组织文化、道德价值观、管理层的风险管理理念。 

组织结构、职责分配、权限设置。 

（2）风险评估 

识别和分析可能影响目标实现的风险。 

制定应对措施以降低风险。 

（3）控制活动 

具体的政策和程序，用于确保管理层的指令得以执行。 

例如：审批、授权、对账、职责分离。 

（4）信息与沟通 

确保相关信息在组织内及时、准确地传递。 

包括内部沟通和外部沟通。 

（5）监控活动 

对内部控制体系进行持续或定期的评估。 

例如：内部审计、管理层审查。 

 

3. CIA 考试重点 

理解控制的分类及其适用场景。 

掌握内部控制的具体内容和组成部分。 

熟悉 COSO 内部控制框架（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活动）。 

能够区分预防性、检查性和纠正性控制。 

 

总结 

在 CIA 考试中，控制的分类和具体内容是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章节的核心知识点。考生需

要熟练掌握控制的分类方式（如按性质、时间、层次、形式分类）以及内部控制的具体内容

（如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等）。这些知识点通常会以选择题或情景题的形式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