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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制度風險評估實例

探討
行政院為協助各機關確實從風險評估角度，依風險圖像就不可容忍之風險，選定業務項目以設計有

效之內部控制制度，業於 102 年 7 月 30 日將教育部體育署內部控制制度風險評估範例函請各主管機

關轉知所屬參考，為使各界進一步了解內部控制制度風險評估之執行步驟，本文除就風險評估之定

義及內容作簡要介紹外，並運用上開範例及 102 年 12 月 6 日修訂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說

明內部控制制度風險評估工具使用方法，以供各機關設計有效內部控制制度之參考。

　何永智（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專員）

壹、前言

機關為達成施政目標，

面臨來自外部和內部之各種風

險。風險係指某事件將發生且

會影響組織目標達成之可能

性，而風險評估為一動態過程，

包括辨識、分析及評量影響目

標達成之各種風險，評估結果

則作為如何處理該風險（包括

採取控制措施以降低風險）之

基礎，因此風險評估為內部控

制五項組成要素之一，亦是設

計內部控制制度之重要步驟。

依「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

則」規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設計內部控制制度步驟依序為

確認目標、風險評估、選定業

務項目、設計控制作業及落實

監督機制。又為協助各機關設

計有效內部控制制度，行政院

已訂頒 11 項內部控制制度共通

性作業範例、4 項內部控制制

度共通性作業跨職能整合範例

及 2 項內部控制制度個別性業

務範例，以減輕各機關設計內

部控制制度之負擔，惟部分機

關未落實風險評估步驟，直接

參考引用上開範例納入內部控

制制度設計，致機關可能因遺

漏潛在風險未予納入控管，進

而影響施政目標之達成。

落實風險評估係設計有效

內部控制制度之先決條件，行

政院爰於 102 年 7 月分行「教

育部體育署內部控制制度風險

評估範例（以下簡稱體育署風

險評估範例）」。本文先簡介

風險評估之定義及內容，再運

用該範例及 近修訂之「內部

控制制度設計原則」，說明內

部控制制度風險評估工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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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作為各機關設計有效

內部控制制度之參考。

貳、風險評估定義及

內容

依「政府內部控制觀念架

構」對風險評估要素之定義，

風險評估為機關辨識攸關之施

政風險、分析該等風險之影響

程度與發生可能性，及評量出

主要風險項目之過程，據以決

定採取控制作業或監督等控制

機制，處理或回應相關風險。

故風險評估又可再細分為風險

辨識、風險分析及風險評量三

個步驟，茲摘要說明如下：

一、風險辨識

風險辨識為辨識影響目標

達成之風險事項，目的在找出

需要管理之風險，其執行步驟

包括列出風險來源及假想風險

情境等，在進行風險辨識時，

為避免遺漏重大之風險，通常

需要以結構化（例如問卷調

查）、經驗導向（例如腦力激

盪）或結合兩者（例如 SWOT

分析）等方式來進行風險辨識，

以確保其完整性及有效性。

在執行風險辨識過程中沒

有標準方法，而是依機關組織

特性，選擇適當之方式，並利

用創造性思考方式，融入相關

經驗及資訊，考量相關利害者

之影響後，才能做出完整之風

險辨識。

二、風險分析

風險分析為分析風險項

目一旦發生對機關之影響程度

及其發生之可能性，綜合兩者

據以估計風險等級，以提供風

險評量所需之資料。執行風險

分析之主要步驟，首先應訂定

衡量風險影響程度及發生機率

之參考標準，然後依據該標準

評估在現有之控制方法下，各

項風險之影響程度及發生之機

率，進而計算其風險值作為風

險分析結果。

風險分析之深入程度會隨

著所獲得之資訊與數據而有所

不同，風險分析方式分為定性

分析、半定量分析及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是使用文字之形式或

是敘述性之分類等級來描述可

能影響之程度及發生之機率；

半定量分析係以實際數值表示

定性分析等級，惟每一個敘述

之數值並不直接等於實際之

影響程度及機率；定量分析使

用實際之數據來描述影響及機

率，通常初期會使用定性分析

了解風險之等級，再逐步進展

到更精確之定量分析。

三、風險評量

風險評量為評量風險之容

忍度並依據風險等級，決定需

優先處理之主要風險項目，其

執行步驟首先須決定機關風險

評量基準（可接受風險值），

然後將風險分析結果與風險評

量基準比較後，區分出可容忍

及不可容忍之風險。

風險評量基準通常會根據

機關內部之政策、目標和利害

相關者之利益來決定，惟該基

準亦會受到機關內外之認知和

法律上之要求所影響，實務上

該基準多由機關主觀決定。

參、內部控制制度風

險評估工具使用

方法

鑑於目前內部控制制度風

險評估部分之內容，僅表達風

險評估之結果，例如「影響之

敘述分類表」、「機率之敘述

分類表」、「主要風險項目彙

總表」及「風險圖像」等，惟

該結果能否有效協助機關擇定

具風險性之業務項目納入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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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內部控制制度風險登錄表

主要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及影響
風險處理

現有措施 新增對策 負責單位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

表 2　 教育部體育署內部控制制度風險登錄表（節錄）

主要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及影響
風險處理

現有措施 新增對策 負責單位

無動力飛行運
動管理與督導
制度未健全，
致有意外風險
之疑慮

1. 縣市政府未按
「無動力飛行
運動安全及消
費保護查核計
畫」進行定期
查核。

2. 無 動 力 飛 行
運動輔導及專
業人員資格檢
定辦法訂定未
及。

1. 請轄內有無
動力飛行場
之縣市，每
半年送查核
計畫到署備
查。

2. 訂定無動力
飛行運動輔
導及專業人
員資格檢定
二項辦法。

訂定無動力
飛行運動管
理暨專業人
員檢定授證
品管控制作
業流程及內
部 控 制 機
制。

全民運動組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內部控制制度風險評估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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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制度設計，實有賴機關建

立動態之風險評估機制並採滾

動方式定期檢討。

行 政 院 於 102 年 7 月 30

日分行體育署風險評估範例，

除呈現風險評估之結果外，另

將機關風險評估過程以風險評

估工具作有系統地表達，復於

102 年 12 月 6 日修訂「內部控

制制度設計原則」，增訂動態

風險評估工具，茲就如何應用

該等工具建立機關之風險評估

機制說明如下：

一、內部控制制度風險登

錄表

內部控制制度風險登錄表

（表 1）係彙總機關風險辨識

結果之重要底稿，因為未填入

之風險將被排除在後續風險分

析步驟之外，故填列本表之主

要風險項目與相關風險情境及

影響時，應將影響機關內部控

制制度整體層級與作業層級目

標不能達成之主要風險，包括

施政計畫、立法院質詢案、監

察院糾正（舉）與彈劾案、審

計部重要審核意見及輿情反應

等風險來源均納入檢討。     

再者，該表聚焦在風險處

理，其中「現有措施」欄位應

列出該項風險現有之控制方法，

俾使機關能在考量現有控制機

制下，針對現有風險進行風險

分析，至「新增對策」欄位，

係指除現有之控制方法外，一

年內應進一步採取控制或處理

該項風險之措施，倘該項風險

經評量後屬機關不可容忍之風

險，則應將上開措施及其關鍵

控制重點（如驗證、查核、盤

點等）納入內部控制制度設計。

由體育署風險評估範例可

知，為避免遺漏潛在之風險，

該署內部各單位均就業管業務

辨識可能風險後提出至少一項

以上之主要風險項目，又以該

範例內部控制制度風險登錄表

中「無動力飛行運動管理與督

導制度未健全，致有意外風險

之疑慮」之主要風險項目為例

（表 2），該項風險經評量後

屬機關不可容忍之風險，爰依

新增對策訂定「無動力飛行運

動管理暨專業人員檢定授證品

管」控制作業，並將查核、檢

定等關鍵程序納入該項作業程

序說明表之控制重點欄位，俾

利持續控管相關風險。

二、內部控制制度風險分

析表

內部控制制度風險分析表

（下頁表 3）為彙總機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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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內部控制制度風險分析表

表 4　教育部體育署內部控制制度風險分析表（節錄）

主要風險項目
或

風險發生情境

風險本質評估 風險等級
(R)=

 (L)x(I)

現　　有
控制機制

殘餘風險 風險等級
(R)=

 (L)x(I)
可能性

(L)
影響程度

(I)
可能性

(L)
影響程度

(I)

資料來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

主要風險項目
或

風險發生情境

風險本質評估 風險等級
(R)= 

(L)x(I)
現有控制機制

殘餘風險 風險等級
(R)= 

(L)x(I)
可能
性 (L)

影響程度
(I)

可能
性 (L)

影響程度
(I)

無動力飛行
運動管理與
督導制度未
健全，致有
意外風險之
疑慮

3 2 6 1. 請轄內有無
動力飛行場
之縣市，每
半年送查核
計畫到署備
查。

2. 訂定無動力
飛行運動輔
導及專業人
員資格檢定
二項辦法。

2 2 4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內部控制制度風險評估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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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過程之重要底稿，機關在

填列該表前，應先決定風險分

析方式係採用定性分析、半定

量分析或定量分析，並在考量

機關業務特性後，據以訂定適

用機關之「機率之敘述分類表」

及「影響之敘述分類表」，俾

作為機關各單位衡量風險影響

程度及發生機率之參考標準並

據以計算風險值。

鑑於風險辨識為風險分析

之基礎，故該表之「主要風險

項目或風險發生情境」欄位及

「現有控制機制」欄位內之資

料，皆來自於內部控制制度風

險登錄表，至「風險本質評估」

及「殘餘風險」欄位，則由機

關相關單位分別依上開分類表

所訂程度標準分析後，填列風

險本質與殘餘風險發生機率及

影響程度，將兩者相乘後即為

風險等級。其中經過現有控

制機制因應處理後之風險等級

（即表 3 之殘餘風險），為風

險評量所需之資料，將與機關

可接受風險值比較後，據以決

定是否為機關可容忍之風險項

目，另風險辨識、分析、評量

情形應於風險圖像表達，以呈

現機關風險分布情形。

依體育署風險評估範例

內部控制制度風險分析表顯示

（表 4），該項主要風險項目

風險本質評估之風險等級為6，

透過現有控制機制可降低該風

險項目發生之機率，其風險等

級爰降為 4，惟體育署設定可

接受風險值為 2，該項風險經

風險評量後屬不可容忍之風險

項目，應依「內部控制制度風

險登錄表」之新增對策訂定控

管機制並納入內部控制制度設

計，以加強管控，降低風險。

三、內部控制制度風險評

估及處理表

風險評估機制為動態管理

過程，為免遺漏可能之風險，

各機關應採滾動方式定期辦理

風險評估作業，監督可容忍之

風險是否仍維持在可容忍之程

度，並將本期不可容忍之主要

風險項目所採行之新增控制機

制，滾動納入下一期現有控制

機制一併檢討及評量其風險等

級，以決定是否需採行其他新

增控制機制因應該等風險。

內部控制制度風險登錄表

及內部控制制度風險分析表可

再整合為內部控制制度風險評

估及處理表，體育署風險評估

範例所列主要風險項目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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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表（表 5 及表 6）進行滾動

式檢討。

肆、結語

內部控制制度之建構，不

僅關乎機關能否有效運作，亦

是輔助機關目標順利達成之重

要工具。透過內部控制制度可

將過去散見於機關內各單位及

業務，與內部控制有關之行政

規章或作業流程等，予以系統

化地完整彙集，又各機關若能

依據機關目標及風險程度，排

定風險順序予以有效設計，除

有助於同仁了解機關施政目標

及關鍵控制重點外，並可協助

機關依照制度落實執行以合理

確保達成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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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教育部體育署內部控制制度風險評估及處理表－第 1 期（節錄）

表 6　教育部體育署內部控制制度風險評估及處理表－第 2 期（節錄）

主要風險
項　　目

風險情境

風險本質
分析 風險值

(R)=
(L)x(I)

現有控制機制

現有風險
分析 風險值

(R)= 
(L)x(I)

新增控制
機制

負責
單位可能

性
(L)

影響
程度
(I)

可能
性
(L)

影響
程度
(I)

無動力飛行
運動管理與
督導制度未
健全，致有
意外風險之
疑慮

1. 縣市政府未按
「無動力飛行運
動安全及消費保
護查核計畫」進
行定期查核。

2. 無動力飛行運動
輔導及專業人員
資格檢定辦法訂
定未及。

3 2 6 1. 請轄內有無動力
飛行場之縣市，
每半年送查核計
畫到署備查。

2. 訂定無動力飛行
運動輔導及專業
人員資格檢定二
項辦法。

2 2 4 訂定無動力飛
行運動管理暨
專業人員檢定
授證品管控制
作業流程及內
部控制機制。

全民
運動
組

資料來源：作者依「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附表格式自行整理。

主要風險
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控制機制

現有風險
分析 風險值

(R)= 
(L)x(I)

新增控制
機制

殘餘風險
分析 風險值

(R)= 
(L)x(I)

負責
單位可能

性
(L)

影響
程度
(I)

可能
性
(L)

影響
程度
(I)

無動力飛行運

動管理與督導

制度未健全，

致有意外風險

之疑慮

1. 縣 市 政 府 未 按

「無動力飛行運

動安全及消費保

護查核計畫」進

行定期查核。

2. 無動力飛行運動

輔導及專業人員

資格檢定辦法訂

定未及。

1. 請轄內有無動力飛行

場之縣市，每半年送

查核計畫到署備查。

2. 訂定無動力飛行運動

輔導及專業人員資格

檢定二項辦法。

3. 訂定無動力飛行運動

管理暨專業人員檢定

授證品管控制作業流

程及內部控制機制。

2 2 4 ○○ ○○ ○○ ○○ 全民

運動

組

資料來源：作者依「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附表格式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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