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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SO31000：2009 于 2018 年 2 月进行了换版，2018 版标准在前言中也给

出了与 2009 版相比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变化，但是这些描述过于简单，没有给出

具体的解释和说明，使读者不太理解或者并不了解具体的变化。本文将对 2018

版标准和 2009 版标准的差异在上述四个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关键词：ISO31000 风险管理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ISO31000:2018 and 

ISO31000:2009  

LUO HONGWEI   Intertek China 

Abstract: ISO31000:2009 has issued a new version in 2018. Although the 2018 

version  summarizes 4 main different areas in its preface，but they are too simple 

to be understood very well by audiences. This article furth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2018 version and 2009 on above 4 areas one b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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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31000：2009《风险管理-原则和指南》于 2018 年 2 月进行了换版，发

布了 ISO31000:2018《风险管理-指南》。2018 版标准与 2009 版标准虽然没有太

大的变化，但是还是有一些不同。2018 版标准在前言中也给出了与 2009 版相比

的主要变化，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 评审了风险管理原则，这是其成功的关键准则； 

2. 从组织治理开始，突出了最高管理者的领导作用和风险管理的整合； 

3. 更加强调风险管理的反复的性质，指出新的经验、知识和分析可以带来

对过程各个阶段的过程要素、活动和控制的修订； 

4. 理顺内容，更加注重保持开放系统模式以适应多种需求和环境。 

但是这些描述过于简单，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和说明，使读者不太理解或者



 

并不了解具体的变化。我们将对 2018 版标准和 2009 版标准的差异在上述四个

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主要变化 1：评审了风险管理原则，这是其成功的关键准则； 

我们将 ISO31000:2018 和 ISO31000:2009 标准的风险管理原则放在一起进

行比对，如表 1 所示。 

ISO31000:2009 的风险管理原则 ISO31000:2018 的风险管理

原则 

a）风险管理创造和保护价值  

b）风险管理是所有组织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a) 整合 

c）风险管理是决策的一部分  

d）风险管理清晰应对不确定性  

e）风险管理是系统化、结构化和及时的方法 b) 结构化和全面性 

f）风险管理基于最佳可用信息 f) 最佳可用信息 

g）风险管理是定制的 c) 定制 

h）风险管理考虑人文因素 g) 人员及文化因素 

i）风险管理是透明和兼顾的 d) 兼顾 

j）风险管理是动态、反复和应对变化的 e) 动态 

k）风险管理有助于组织的持续改进 h) 持续改进 

表 1 

从表 1 可以看出 ISO31000:2009 版标 准 有 11 个风险管 理原则，而

ISO31000:2018 则只有 8 个。仔细对比我们发现虽然风险管理原则少了 3 个，但

是核心内容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只是对 2009 版中风险管理原则进行了评审和修

订使其更加准确、简洁。如： 

Ø 2009 版中“a）风险管理创造和保护价值”这一风险管理原则，在 2018

版标准中并非取消，而是被作为“风险管理的目的”在“4 基本原则”

一开始就提了出来。 

Ø 2009 版中“c) 风险管理是决策的一部分”这一原则虽然在 2018 版中

没有，但是在 5.1总则中明确“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依赖于其整合进入组

织的治理包括决策”，2018 版“a) 整合”中进一步明确“风险管理是

所有组织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决策当然包括其中。 

Ø 2009 版中“d）风险管理清晰应对不确定性”这一原则在 2018 版中也

没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因为风险的定义就是“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



 

响”，风险管理当然是管理不确定性，应对或管理不确定性是风险管理

的核心或者说风险管理本身，不需要作为风险管理原则来要求，因此

2018 版不再把它作为原则之一。 

Ø 2009 版“e）风险管理是系统化、结构化和及时的方法”这一原则在

2018 版中改为“b) 结构化和全面性”，新的表述更加准确、简洁。同

样的道理“i）风险管理是透明和兼顾的”改为“d) 兼顾”、“ j）风险

管理是动态、反复和应对变化的”改为“e) 动态”。 

主要变化 2: 从组织治理开始，突出了最高管理者的领导作用和风险管理的

整合； 

针对这一变化，下面分三部分进行说明。 

1、2018 版标准加入了“组织治理”的内容； 

Ø 5.1 总则明确“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与组织治理包括决策的整合。” 

Ø 5.3 整合“治理为组织的路线、内外部关系、实现其目的所需的规则、过

程和实践以提供了指南。管理架构将治理方向转化为实现期望的可持续

绩效和永续经营水平所需的战略和相关目标。在组织内部确定的风险管

理责任和监督角色是组织治理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Ø 2018 版标准不但强调最高管理者的作用和要求，也提出了对监督机构

的作用和要求，如：5.2 领导作用和承诺中“最高管理者和监督机构宜

确保风险管理整合进入组织所有活动”、“ 最高管理者负责管理风险，

而监督机构负责监督风险管理，对监督机构的期望或是要求”。 

2、突出了最高管理者的领导作用 

虽然 2009 版标准 4.2 指令和承诺明确“管理者宜：”对管理者提出了 9项

要求，而 2018 版标准则强调了最高管理者的作用，如：5.1 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取

决于与组织治理包括决策的整合。这需要相关方，特别是最高管理者的支持。5.2

领导作用和承诺“在适当的情况下，最高管理者和监督机构宜确保风险管理整合

进入组织所有活动，并宜通过以下方式展现领导作用和承诺：”并对最高管理者

提出了 4项要求。 

3、强调了风险管理的整合 

2009 版标准中虽然也提出了风险管理整合的要求，并作为风险管理的第二

个原则，还在 4.1总则中强调“风险管理的成功取决于提供将风险管理嵌入整个

组织所有层次的基础和安排的管理框架的有效性。”在 4.3.4 整合到组织的过程

明确“风险管理宜益相关、有效和有效率的方式嵌入到所有组织的实践和过程中。

风险管理过程宜变成组织过程的部分，而不是分离的。特别是，风险管理宜嵌入



 

方针制定、商业和战略策划和评审和变更管理过程中。”“宜具备一个组织的广

泛风险管理计划以确保风险管理方针的实施和将风险管理嵌入全部组织的实践

和过程中。风险管理计划可以整合到组织其他的计划中，如战略计划。”2018 版

标准在此基础上，对风险管理的整合提出更高或更加明确的要求，如：在风险管

理框架中在 2009 版标准风险管理框架的设计、实施、检测和评审、持续改进的

基础上专门增加了“整合”，并在该部分进一步明确“组织架构中的每个部分都

需要进行风险管理。组织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管理风险。”“风险管理宜成为组

织目的、治理、领导作用和承诺、战略、目标和运营的一部分，而不是相互分离。” 

主要变化 3：更加强调风险管理的反复的性质，指出新的经验、知识和分析

可以带来对过程各个阶段的过程要素、活动和控制的修订； 

2009 版标准中也提出“风险管理是动态、反复和应对变化的”并作为风险

管理的一个原则，并进行解释“风险管理持续发现和响应变化。由于外部和内部

事件发生，状况和知识在改变，风险的监测和评审在进行，新的风险出现，一些

风险在改变，而另一些风险消失了。”2018 版标准则进一步强调了风险管理是

反复的，如：6.1 总则明确“虽然风险管理过程通常表现为有一定的顺序，但在

实践中这些过程是反复的。”6.4.1 总则要求“风险评估宜该利用相关方的知识

和观点，系统地、反复地、协作地开展风险评估。”2018 版标准进一步指出学

习和经验对风险管理过程的重要性，给出“持续改进”这一风险管理原则的解释

是：“通过学习和经验积累，持续改进风险管理。”。 

主要变化 4: 理顺内容，更加注重保持开放系统模式以适应多种需求和环境。 

2009 版标准虽然也明确提出风险管理要适应不同的需求和环境，如：在 41.

总则中明确“本框架目的不是规定一个管理体系，而是有助于组织将风险管理整

合到它的整个管理体系中。因此，组织宜使框架的要素适用于其特定的需

求。”5.3.4“风险管理过程的状况根据组织需求而变化。”并要求确定风险管理

活动的目标、职责、范围、深度、广度、风险评价方法等。2018 版标准在此基础

上在多个条款中进一步明确如何满足在不同层次、不同的需求适应不同的内外部

环境的风险管理，如： 

Ø 5.1“框架的组成要素和它们协同工作的方式宜根据组织的需求进行定

制。” 

Ø 6.3.1“确定范围、环境和准则的目的是为了定制风险管理过程，能进行

有效的风险评估和恰当的风险处置。范围、环境和准则涉及界定过程的

范围并理解内外部环境。” 

Ø 6.3.2“由于风险管理过程可应用于不同的层面（例如战略、运营、计划、



 

项目或其他活动），因此重要的是明确所考虑的范围、相关目标以及其与

组织目标的一致性。” 

Ø 6.3.3“风险管理过程的环境宜根据对组织运行的外部和内部的理解来

确定，并宜反映风险管理过程应用的具体活动情况。” 

Ø 6.3.4“风险准则宜与风险管理的框架相一致，并根据具体活动的目的和

范围进行定制。” 

其实，2018 版标准对比 2009 版标准的变化基本上可以通过 2009 版标

准中的原则、框架和流程图（如图 1）和 2018 版标准的原则、框架和流程

图（如图 2）清晰的表现出来。当然，ISO31000 的 2018 版标准和 2009 版

标准之间还有一些内容上存在差异，但是应该说只是 2018 版标准的表述更

加简洁和准确，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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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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