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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

管理制度（试行）》的通知

财会[2017]1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

协办公厅，高法院，高检院，各民主党派中央，有关人民团体，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根据《财政部关于全面推进行

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2015〕24号）和《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的有关要求，我们制定了《行

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试行）》，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

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反馈我们。

附件：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试行)

财政部

2017年 1月 25日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有关精神，进一步加强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规范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编

制、报送、使用及报告信息质量的监督检查等工作，促进行政事业单

位内部控制信息公开，提高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质量，根据《财

政部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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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4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以下简称《单位内部控制规范》）

等，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所有行政事业单位。

本制度所称行政事业单位包括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

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各民主党派机关、人民团体

和事业单位。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内部控制报告，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在年度

终了，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依据《指导意见》和《单位内部控制规

范》，按照本制度规定编制的能够综合反映本单位内部控制建立与实

施情况的总结性文件。

第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编制内部控制报告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全面性原则。内部控制报告应当包括行政事业单位内部

控制的建立与实施、覆盖单位层面和业务层面各类经济业务活动，能

够综合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二）重要性原则。内部控制报告应当重点关注行政事业单位

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突出重点、兼顾一般，推动行政事业单位围绕

重点开展内部控制建设，着力防范可能产生的重大风险。

（三）客观性原则。内部控制报告应当立足于行政事业单位的

实际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真实、完整地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建立与实施情况。

（四）规范性原则。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财政部规定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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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格式及信息要求编制内部控制报告，不得自行修改或删减报告及

附表格式。

第五条 行政事业单位是内部控制报告的责任主体。单位主要

负责人对本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第六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根据本制度，结合本单位内部控制

建立与实施的实际情况，明确相关内设机构、管理层级及岗位的职责

权限，按照规定的方法、程序和要求，有序开展内部控制报告的编制、

审核、报送、分析使用等工作。

第七条 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按照“统一部署、分级负责、

逐级汇总、单向报送”的方式，由财政部统一部署，各地区、各垂直

管理部门分级组织实施并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逐级汇总，非垂直管理部

门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各行政事业单位按照行政管理关系向上级行

政主管部门单向报送。

第二章 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组织

第八条 财政部负责组织实施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

编报工作。其职责主要是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有关规章

制度及全国统一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格式，布置全国行政事

业单位内部控制年度报告编报工作并开展相关培训，组织和指导全国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收集、审核、汇总、报送、分析使用，

组织开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信息质量的监督检查工作，

组织和指导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考核评价工作，建立和管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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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数据库等工作。

第九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地区行政事业单位

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并对本地区内部控制汇总报告的真实性和完

整性负责。其职责主要是布置本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年度报告

编报工作并开展相关培训, 组织和指导本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

制报告的收集、审核、汇总、报送、分析使用，组织和开展本地区行

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信息质量的监督检查工作，组织和指导本地

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考核评价工作，建立和管理本地区行政事业

单位内部控制报告数据库等工作。

第十条 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各部门）应当按照财政部

门的要求，负责组织实施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

作，并对本部门内部控制汇总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其职责主

要是布置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年度报告编报工作并开展相

关培训，组织和指导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收集、审核、

汇总、报送、分析使用, 组织和开展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

告信息质量的监督检查工作, 组织和指导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

控制考核评价工作，建立和管理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数

据库。

第三章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编制与报送

第十一条 年度终了，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本制度的有关要

求，根据本单位当年内部控制建设工作的实际情况及取得的成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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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反映内部控制工作基本事实的相关材料为支撑，按照财政部发布

的统一报告格式编制内部控制报告，经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后对外

报送。

第十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能够反映内部控制工作基本事实的相

关材料一般包括内部控制领导机构会议纪要、内部控制制度、流程图、

内部控制检查报告、内部控制培训会相关材料等。

第十三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上级行政主

管部门报送本单位内部控制报告及能够反映本单位内部控制工作基

本事实的相关材料。

第四章 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编制与报送

第十四条 各部门应当在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上报的内部控制报

告和部门本级内部控制报告的基础上，汇总形成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

内部控制报告。

第十五条 各部门汇总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应当以所

属行政事业单位上报的信息为准，不得虚报、瞒报和随意调整。

第十六条 各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

本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

第五章 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编制与报送

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在下级财政部门上报的内部

控制报告和本地区部门内部控制报告的基础上，汇总形成本地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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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汇总的本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

控制报告应当以本地区部门和下级财政部门上报的信息为准，不得虚

报、瞒报和随意调整。

第十九条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上级财

政部门逐级报送本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

第六章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使用

第二十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使

用，通过对内部控制报告中反映的信息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内部控制

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健全制度，提高执行力，完善监督措

施，确保内部控制有效实施。

第二十一条 各地区、各部门应当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

制报告的分析，强化分析结果的反馈和使用，切实规范和改进财政财

务管理，更好发挥对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促进和监督作用。

第七章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二条 各地区、各部门汇总的内部控制报告报送后，各

级财政部门、各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对所报送的内部控制报告内容的真

实性、完整性和规范性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信息质量的监督检查

工作采取“统一管理、分级实施”原则。中央部门内部控制报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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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由财政部组织实施，各地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

报告信息质量监督检查工作由同级财政部门按照统一的工作要求分

级组织实施，各部门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信息质量监督检

查由本部门组织实施。

第二十四条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信息质量的监督检查

应按规定采取适当的方式来确定对象，并对内部控制报告存在明显质

量问题或以往年份监督检查不合格单位进行重点核查。

第二十五条 各地区、各部门应当认真组织落实本地区（部门）

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加强对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

作的考核。

第二十六条 行政事业单位应当认真、如实编制内部控制报告，

不得漏报、瞒报有关内部控制信息，更不得编造虚假内部控制信息；

单位负责人不得授意、指使、强令相关人员提供虚假内部控制信息，

不得对拒绝、抵制编造虚假内部控制信息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第二十七条 对于违反规定、提供虚假内部控制信息的单位及

相关负责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

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责任。

各级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管理

工作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

照《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

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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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各地区、各部门可依据本制度，结合工作实际，制

定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九条 本制度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