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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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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内控建设通知》发布的目的及意义

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于2023年12月8日发布了《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及拟上市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推进内部控制
评价和审计的通知》（以下简称《强化内控建设通知》），从发布之日施行。
《强化内控建设通知》旨在推动上市公司和拟上市企业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标
志着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在资本市场的全面推行。

目的及意义

《强化内控建设通知》的颁布，将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领域财会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内部控制在
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遏制财务造假、保护投资者权益和公众利益等方面的重要基础作用。

《强化内控建设通知》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促
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强化内控建设通知》对提高上市公司和拟上市企业规范运作水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实现高
质量发展，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加强财会监督

提升治理水平

促进高质量发展



具体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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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点—对于已上市公司

已经实施内控评价及审计的上市公司
持续优化内控制度、严格执行信息披露要求

• 严格执行信息披露要求

各上市公司应严格执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1 号——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证监会 财政部公告〔2014〕1 号)
有关要求，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公司内部控制相关信息，
每年在披露公司年度报告的同时，披露经董事会批准的公
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

尚未全面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上市公司
开展内控评价及内控审计、自2024年报开始披露

• 自2024年年报开始披露

目前尚未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要求实施内部控制审
计的创业板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应自披露公司
2024 年年报开始，披露经董事会批准的公司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1 2

• 持续优化内控制度

《强化内控建设通知》明确，各上市公司应严格按照企业
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有关要求，持续优化内部控制制度，
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加强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科学认定
内部控制缺陷，强化内部控制缺陷整改，促进公司内部控
制的持续改进，不断提升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注：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是指《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2008〕7 号)
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

• 开展内控评价及内控审计

目前尚未全面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上市公司，应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要求开展内部控制评价，聘
请会计师事务所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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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点（续）—对于拟上市企业

• 拟上市企业

应自提交以2024 年12 月31 日为审计截止日的申报材料开始，
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

• 已经在审的拟上市企业

应于更新2024 年年报材料时，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
保留意见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 通过发行上市审核并于通知发布当年上市的公司

最迟应在披露上市后下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的同时，披露
经董事会批准的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以及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 通过发行上市审核并于通知发布次年上市的公司

应在披露上市当年度的年报的同时，披露经董事会批准的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1 正在申请IPO企业
2024年底为审计截止日，开始提供内控审计报告

2 通过发行上市审核公司
上市后下一个年报或上市当年年报时，同步披露
内控评价报告及内控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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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点（续）—其他

因进行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重大资产重组，无法按照规定时间披露公司内部控制相关信息的上市公司，应在相关交
易完成后的下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经董事会批准的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1 对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重大资产重组的上市公司
交易完成后下一个会计年度年报披露的同时，披露内控评价报告及内控审计报告

1

2

勤勉尽责，执行内控审计，客观公正发表审计意见
注册会计师应严格遵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财会〔2010〕11 号文件
附件3）和《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会协〔2011〕66号 ）等相
关规范要求对上市公司及拟上市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实施审计，勤勉尽责，
充分了解和掌握上市公司及拟上市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建设和实施情况，
综合判断上市公司及拟上市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独立客观公正发
表审计意见，提高内部控制审计质量。

关注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督促上市公司完善
注册会计师应同时关注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情况，督促上市公司及
拟上市企业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提升内部治理水平。

2 压实注册会计师责任



德勤中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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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观察-通知发布意义重大、要求明确、企业应全面落实

• 截至目前，各上市公司均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大部分上市公司已开展了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工作，并定期披露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但还有部分上市公司没有全面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资本市场全面实施内控规范体系正
当其时。

• 《强化内控建设通知》旨在推动各上市公司和拟上市企业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推进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促进企业内部控制规
范体系在资本市场的全面有效实施。该文件颁布实施对于资本市场强化财会监督、防范化解风险、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提高上
市公司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008 年以来，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审计署、原银监会、原保
监会五部委，联合印发《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财会
〔2008〕7 号)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构建了我国企业内部
控制规范体系。财政部联合中国证监会积极做好企业内部控制
规范体系在上市公司的实施工作，分类分批推进上市公司实施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以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
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 号）有关要求，推动上市公
司和拟上市企业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财政部会同中国证监会颁布了
《强化内控建设通知》。

《强化内控建设通知》的颁布，是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在资本市场全面实施的具体要求

《强化内控建设通知》对已上市公司、IPO企业提出了明确要求

• 上市公司及拟上市公司应深入理解本次《强化内控建设通知》发布的上述背景、以及颁布目的和重大意义，积极响应通知要求，全面
落实、稳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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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观察(续)-已上市公司应对

• 系统梳理：建议抓住良机，尽快启动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的回顾、梳理，进一步对照相关要求进行全面检查，发
现和识别可能还存在的内控缺陷及需要完善的领域；

• 持续完善：建议进一步强化内部控制缺陷整改，促进公
司内部控制的持续改进，不断提升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 尽快开展内部控制制度的评价和开展内控审计工作
考虑到在披露2024年报开始需要同时披露内控评价报告和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应该提前考虑聘请会计师事
务所开展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对评价中发现的内控缺陷，
确定整改方案，及时进行整改。

充分利用过渡期安排，开展内控梳理、评价和审计，持续整改完善

已经实施内控评价及审计的上市公司：
进一步对照检查、持续整改完善

尚未实施内控评价及审计的上市公司：
开展评价和审计、守住时间线

提示：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协〔2011〕 66 号文《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实施意见》，如果被审计单位在基准日前对存在缺
陷的控制进行了整改，整改后的控制需要运行足够长的时间，才能使注册会计师得出其是否有效的审计结论。整改后运行时
间根据控制活动发生频率，一般在15日天到2个季度。
如果被审计单位在基准日前对存在重大缺陷的内部控制进行了整改，但新控制尚没有运行足够长的时间，注册会计师可能将
其视为内部控制在基准日存在重大缺陷。
尚未实施内控评价及审计的上市公司应该充分利用文件给予的过渡期安排（现在到2024年12月31日之前），参考上述需要整
改的时间提前量要求（15日到2个季度），做好内控缺陷的整改工作安排，守住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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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观察(续)-拟上市企业应对

尽快开展内控评价和内控审计，于上市年
度的次年年报如期披露内控评价报告和财
务报告内控审计报告
• 应充分利用好时间窗口完善内控体系，
做好内控评价和审计工作。

• 内控评价和内控审计时间线
Ø 2023年通过审核并于当年上市，最
迟需要于2024年年报同时披露；

Ø 2023年通过审核并于次年上市，需
要在上市后第一个年报即2024年年
报披露。

准备申请A股IPO
但尚未提交申报材料的企业 正在申请A股IPO的企业 已经过会的IPO企业

提早规划，确保申报基准日能够
提供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告内控
审计报告
• 根据A股 IPO申报材料提交计
划，提前确定内部控制规范
体系建设计划，尽早建立起
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确保在
申报基准日能够获得会计师
事务所无保留意见的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需要在更新2024年年报申报材料
时，能够提供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
• 该类企业应该及时与申报会计
师进行沟通，开展内控评价及
内控审计工作。

• 对发现的内控缺陷，及时制定
整改计划，把握好整改的时间
窗口进行整改，尽可能不要因
为整改时间影响更新申报材料
的时间要求。

拟A股IPO企业，尽早建立健全内控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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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助力
德勤中国助力上市公司，全面实施《强化内控建设通知》

提前介入，深入了解公
司业务，协助公司进行
内控规范体系的建设，
以及内控规范体系的梳
理及检查对照。

协助公司发现和评价内
部控制缺陷，提出相应
整改建议，协助进行整
改和规范

按内部控制审计及相关
的监管要求，开展内部
控制的审计工作，发表
审计意见

德勤中国作为全球领先的服务机构，在协助上市公司及拟上市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内部控
制制度优化，以及内部控制缺陷评价及协助整改、内部控制审计方面有着十分丰富实践和经验。

我们相信广大上市及拟上市企业，在德勤的协助下，一定能够高质量落实《强化内控建设通知》的要求，全面实施内部
控制评价及审计工作，按要求进行披露，促进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在遵循独立性要求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协助上市公司，全面实施《强化内控建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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