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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注重提升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能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2018年 1月，他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列举了 8个方面 16

个具体风险，其中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2019 年 1 月，

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面对波谲云诡的

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

“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

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2020 年 2 月 23 日，

他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必须增强谨慎之心，对风险

因素要有底线思维，对解决问题要一抓到底，一时一刻不放松，一丝一毫不马虎，直至取得最后胜利。这

些精神，为我们的行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内部治理的风险隐患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

“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

在内部治理的实践中，风险隐患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顶层设计风险。顶层设计不仅指国家层面，不同层次、区域、部门、行业都有不同的顶层设计。党和

国家要求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确保党和国家重大决策

部署、重大工作安排都按照制度要求落到实处，切实防止各自为政、标准不一、宽严失度等问题的发生，

充分发挥制度指引方向、规范行为、提高效率、维护稳定、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作用。顶层设计理念是单

位角色定位、发展理念和战略规划的理论先导，顶层设计架构是对发展战略、发展路径等事关单位发展大

计的重要目标、重大举措、执行策略、执行步骤的综合构想及实施方案。因对顶层设计的认知和重视不同，

各单位存在的风险类型和缺陷程度亦不同，主要表现为：角色定位、发展思路不够准确；发展战略、建设

规划不够清晰；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不够合理；权力清单、权力制衡不够科学；业务流程、职能划分不够

优化；舆论宣传、信息公开不够充分；决策机制、决策程序不够严谨；信息化建设、数据共享力度不够等。

基层实践风险。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基层是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的关键所在。要构建全覆盖的

制度执行监督机制，把制度执行和监督贯穿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的全过

程，坚决杜绝制度执行上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严肃查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的行

为，确保制度时时生威、处处有效。有了好的顶层设计，最重要的就是强有力的执行，就是基层结合实际

的贯彻落实。实践中，部分基层人员学习能力不强，责任意识、规矩意识、流程意识薄弱，对制度缺乏敬

畏，不按照制度行事，钻制度空子、打擦边球，甚至随意曲解制度，不作为、慢作为、懒作为、乱作为时

有发生，导致不同单位存在不同类型、不同环节、不同程度的风险。

优化内部治理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



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主动加强协调配合，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增强风险管理意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不仅仅是相关领导、内部控制工

作人员的事情，也是每个员工的事情，每个人都是管理链条中的一环，可以发挥或正或负的力量；而且，

不仅仅要重视经济活动，也要重视涉及权力运行的非经济活动。所以，要结合实际，树立全员控制、全面

风险管理的意识，应结合具体工作流程、管理过程，注重问题导向、风险导向，勇于发现、改进管理中的

缺陷和不足，不断完善内部治理。

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风险防控机制。首先要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这

是风险管理的基础。要及时识别与实现内部控制目标相关的风险，合理确定风险应对策略。其次是提高应

对风险的能力。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理解风险管理的战略意义，透过现象，看清本质，

针对不同的风险类型和缺陷程度，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手段。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研判机制、

决策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再次是提高抓早抓小的能力。结合全员控制、

全面风险管理，在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一旦发现苗头性问题，应及时进行研判，采取有力措

施，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做好内部控制评价。单位内部控制部门要结合业务特点、中心工作、根本任务，扎扎实实做好内部控

制评价工作。一是重视数据。顺应信息技术的进步，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会同信

息化建设管理等部门，做好数据收集、管理、使用等工作，通过一系列的管理系统、平台，提高内部控制

的智能化水平。二是全面评价。对象的全面性是最基本的要求。通过对单位风险管控体系进行全面检查，

科学识别并系统评价已有风险、未来潜在风险、内部控制体系的设计风险和执行风险、经济活动风险和非

经济活动风险等，努力将剩余风险转化为可控的风险。三是客观评价。单位内部控制在不断提高权力运行

效率、效果的同时，更要促进权利义务对等，达到实体公正。通过自查和外部力量的介入等多种方式，不

断揭示和评价单位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切实提高单位内控水平，优化治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