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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法（试行）》 

的解读 

联合资信金融部  郎彪  张博 

 

摘要： 

规范、有效的公司治理是金融机构长期稳健发展的重要基石。近年来，银行

业和保险业暴露出的诸多风险，归根溯源，主要因为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健全或运

作失效。随着评估办法的出台，我国金融监管将会不断深入，更加注重机构的发

展质量，这对我国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也将具有重要意义。 

 

正文： 

为推动银行保险机构提升公司治理有效性，促进银行业和保险业长期稳健发

展，近月，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评估办法”）。 

评估办法的出台，一方面说明近年来银行和保险机构部分时期存在业务激

进、股权结构不明晰、内部人控制等现象，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机制不健全或运

作失效可能带来巨大的负面外部性影响，甚至可能引发严重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监管部门加大了银行保险机构的公司治理监管力度。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金

融监管由过去针对银行保险机构的资本充足性、流动性、杠杆率等数据指标的监

管导向，开始逐渐深入到针对公司内部治理水平的监管导向，这是我国金融监管

不断深化和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评估办法内容涵盖面广，对银行保险机构的评估渗透较深，监管更加明晰。

评估办法明确指出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内容共涉及到八个方面，具体包括党的领

导、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监事会和高管层治理、风险内控、关联交易治理、

市场约束、其他利益相关者治理等。每个方面均涉及一系列合规性指标和有效性

指标，其中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评价指标共计 162 项，保险机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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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 163 项。这意味着，针对银行保险机构在公司治理方面所存在的相关问题和

风险状况，有了合法而明确的判断方法和评价标准，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该综合评

价体系来对银行保险机构的公司治理水平进行全面、客观、公正地量化评价，并

且根据公司治理监管评估结果的高低来对不同机构采取差异化的分类监管措施，

合理有效地分配监管资源。同时，针对公司治理方面存在突出问题和潜在风险的

企业，监管机构能够做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避免因单一

机构自身的公司治理问题不断恶化和放大而引发系统性风险。而为了避免银行保

险机构出现“屡教不改”的问题，评估办法进一步明确指出，机构所存在的某方面

问题如果连续若干年得不到整改，扣分力度将逐年翻倍上升，这也将倒逼银行保

险机构加大力度及时调整和解决自身经营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顽固问题。 

评估办法指出了监管评估所包含的三个步骤：合规性评价、有效性评价和

重大事项调降评级，同时明确了相关指标评价标准，能够较好的指导银行保险

机构健康发展。合规性评价主要考查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

监管规定；有效性评价重点考查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机制的实际效果，主要关

注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重大事项调降评级是指当机构存在公司治理重大缺陷

甚至失灵情况时，监管部门将对前两项综合评分及其对应评估等级进行调降。 

从合规性方面来讲，无论是从人员、制度、流程的设置与安排，还是从满足相

关监管指标等各个方面而言，合法合规都是所有银行保险机构所需达到的最基本要

求和必备条件。而为了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安全和更长远地发展，银行保险机构更

应该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在公司内部对自身设定比法律法规更高的要求和指标。

从有效性方面来讲，银行保险机构不仅仅应该在形式上做到合法合规，更应该注重

公司内部治理和风险防控的实际作用，避免出现大股东操纵、内部人控制等各类因

公司治理机制缺陷或失效而产生的严重问题，继而带来巨大的负面外部性影响。最

后，由于重大负面事项往往会对其他相关主体及金融市场产生较为恶劣的影响，并

且波及面广，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在评估办法中明确提出若机构出现重大事

项将被直接调降综合评分和评估等级。特别是在评估办法的第八条中明确列举出了

特别重大的公司治理缺陷问题，比如公司隐瞒重大风险、股东虚假出资、股东隐藏

实际控制人、出现兑付危机或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等；一旦出现此类问题，银行保险

机构的公司治理监管评估结果将被直接调到最低档次 E 级，即 60 分以下，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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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司治理监管评估结果及运用 

评估等级 评估总分值（分） 标准 监管措施 

A（优秀） 90-100 

相关机构公司治理各方

面健全，未发现明显的

合规性及有效性问题，

公司治理机制运转有

效。 

不采取特别监管措施。 

B（较好） 80-90 

相关机构公司治理基本

健全，同时存在一些弱

点，相关机构能够积极

采取措施整改完善。 

应关注公司治理风险变化，并通过窗口指

导、监管谈话等方式指导机构逐步完善公

司治理。 

C（合格） 70-80 

相关机构公司治理存在

一定缺陷，公司治理合

规性或有效性需加以改

善。 

除可采取对 B 级机构的监管措施外，还可

视情形依法采取下发风险提示函、监管意

见书、监管措施决定书、监管通报，责令

机构对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要求机构限

期整改等措施。 

D（较弱） 60-70 

相关机构公司治理存在

较多突出问题，合规性

较差，有效性不足，公

司治理基础薄弱。 

除可采取对 C 级机构的监管措施外，在市

场准入中，认定其公司治理未达到良好标

准。同时，还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等法律法规，采取责令调整相关责任

人、责令暂停部分业务、停止批准开办新

业务、停止批准增设分支机构、限制分配

红利和其他收入等监管措施。 

E（差） 60 分以下 

相关机构公司治理存在

严重问题，合规性差，

有效性严重不足，公司

治理整体失效。 

除可采取对 D 级机构的监管措施外，还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法

规，对机构及责任人进行处罚。 

资料来源：中国银保监会，联合资信整理 

 

评估结果和运用部分明确了公司治理监管评估结果作为监管部门合理配置

监管资源、采取监管措施和行动的重要依据，并在市场准入、现场检查立项、

监管评级、监管通报等环节加以运用。评估办法既详细说明了公司治理水平的不

同等级所代表的不同意义，又进一步提出了针对不同评价等级的机构具体采取何

种监管措施。比如，一旦某机构被调整为最低档次的 E 级，监管部门除了可以

依法采取对该机构限制市场准入、责令其调整相关责任人、暂停其部分业务、新

增业务、新设分支机构、限制分配红利和其他收入等监管措施外，还可直接对该

机构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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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评估办法的针对性极强，将近年来我国银

行保险业市场乱象背后的公司治理突出问题和主要风险点基本囊括在内，并且监

管部门还将在随后的公司治理监管评价实践过程中对评估体系进行不断修正和

完善。正如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在就评价办法答记者问中所讲到的：“规范、有

效的公司治理是金融机构长期稳健发展的重要基石。近年来，银行业和保险业暴

露出的诸多风险，归根溯源，都是因为公司治理机制的不健全或运作失效。”联

合资信认为，随着评估办法的出台，我国金融监管将会不断深入，更加注重机构

的发展质量；而银行保险机构由过去的高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步

伐也会不断加快，这对我国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也将具有重要意

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