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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 702 号——风险清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风险清单，是指企业根据自身战略、业务特点和风险管

理要求，以表单形式进行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措施、风险

报告和沟通等管理活动的工具方法。 

第二条 风险清单适用于各类企业及企业内部各个层级和各类型

风险的管理。 

第三条 企业应用风险清单工具方法的主要目标，是使企业从整

体上了解自身风险概况和存在的重大风险，明晰各相关部门的风险管

理责任，规范风险管理流程,并为企业构建风险预警和风险考评机制

奠定基础。 

 

第二章  应用环境 

第四条 企业应用风险清单工具方法，应遵循《管理会计应用指

引第 700 号——风险管理》中对应用环境的一般要求。 

第五条 风险清单应由企业风险管理部门牵头组织实施，明确风

险清单编制的对象和流程，建立培训、指导、协调、考核和监督机制。 

各部门对与本部门相关的风险清单的有效性负直接责任，有效性

包括风险清单使用的效率和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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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应用程序 

第六条 企业应用风险清单工具方法，一般按照编制风险清单、

沟通与报告、评价与优化等程序进行。 

第七条 企业一般按企业整体和部门两个层级编制风险清单。企

业整体风险清单的编制一般按照构建风险清单基本框架、识别风险、

分析风险、制定重大风险应对措施等程序进行；部门风险清单的编制

可根据企业整体风险清单，梳理出与本部门相关的重大风险，依照上

述流程进行。 

中小企业编制风险清单，也可不区分企业整体和部门。 

第八条 企业风险清单基本框架（见附录）一般包括风险识别、

风险分析、风险应对三部分。风险识别部分主要包括风险类别、风险

描述、关键风险指标等要素；风险分析部分主要包括可能产生的后果、

关键影响因素、风险责任主体（以下简称“责任主体”）、风险发生可

能性、风险后果严重程度、风险重要性等级等要素；风险应对部分主

要包括风险应对措施等要素。企业构建风险清单基本框架时，可根据

管理需要，对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应对中的要素进行调整。 

第九条 风险管理部门应从全局角度识别可能影响风险管理目标

实现的因素和事项，建立风险信息库，在各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共同识

别风险。风险识别过程应遵循全面系统梳理、全员参与、动态调整的

原则，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详细描述，明确关键风险指标等。 

第十条 风险管理部门应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归类、编号，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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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性质、风险指标是否可以量化等进行归类，并以此为基础填制完

成风险清单基本框架中风险类别、风险描述、关键风险指标等要素。 

第十一条 风险管理部门应根据已填列的风险识别部分的内容，

在与相关部门沟通后，分析各类风险可能产生的后果，确定引起该后

果的关键影响因素及责任主体，并填制完成风险清单基本框架中可能

产生后果、关键影响因素、风险责任主体等要素。 

第十二条 各责任主体可基于风险偏好和风险应对能力，逐项分

析风险清单中各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程度，确定风险重要

性等级，并填制风险发生可能性、风险后果严重程度、风险重要性等

级等要素。风险重要性等级的确定方法和标准可参见《管理会计应用

指引第 701 号——风险矩阵》。 

第十三条 风险管理部门应以风险重要性等级结果为依据确定企

业整体的重大风险，报企业风险管理决策机构批准后反馈给相关责任

主体。 

第十四条 风险管理部门应会同各责任主体结合企业的风险偏好、

风险管理能力等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应对措施，填制风险清单基本框

架中风险应对措施要素，由此填制完成企业整体风险清单。 

第十五条 风险管理部门及各责任主体可对企业整体重大风险进

行进一步的分析，也可直接对各部门相关的业务流程进行细化分解，

形成相关部门的风险清单。 

各部门应用本风险清单进行风险管理的程序与企业整体风险清

单类似，但应加强流程细节分析，突出具体应对措施，力求将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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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切实落到业务流程和岗位责任人。 

第十六条 风险管理部门应将风险清单所呈现的风险信息及时传

递给相关责任主体，确保各责任主体准确理解相关的风险信息，有效

开展风险管理活动。为提高风险清单应用的有效性，风险管理部门可

将其纳入企业风险管理报告。 

第十七条 风险管理部门应会同各责任主体定期或不定期地根据

企业内外部环境变化，对风险清单是否全面识别风险并准确分类、是

否准确分析风险成因及后果、是否采取了恰当的风险应对措施等进行

评估，及时对风险清单进行更新调整。 

 

第四章  工具方法评价 

第十八条 风险清单的主要优点：能够直观反映企业风险情况，

易于操作，能够适应不同类型企业、不同层次风险、不同风险管理水

平的风险管理工作。 

第十九条 风险清单的主要缺点：风险清单所列举的风险往往难

以穷尽，且风险重要性等级的确定可能因评价的主观性而产生偏差。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指引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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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企业整体风险清单 

风险识别 风险分析 风险应对 

风险类别 

风险描述 

关键风险

指标 

 

可能产生

的后果 

关键影响

因素 

风险 

责任主体 

风险发生

可能性 

风险后果

严重程度 

风险重要性

等级 

风险 

应对措施 
一级风险 二级风险 ……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1 
战略

风险 

1.1             

1.2             

…             

2 
营运

风险 

2.1             

2.2             

…             

3 
财务

风险 

3.1             

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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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部门风险清单 

风险识别 风险分析 风险应对 

风险类别 

风险描述 

关键风险

指标 

 

关键影响

因素 

可能产生

的后果 

风险 

责任主体 

风险发生

可能性 

风险后果

严重程度 

风险重要性

等级 

风险 

应对措施 
一级风险 二级风险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1 业务 1 

1.1 流程 1            

1.2 流程 2            

… ……            

2 业务 2 

2.1             

2.2             

…             

3 业务 3 

3.1             

3.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