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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保险代理人“清核”步入常态化

股份行异地非持牌机构清退合并进行时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宋亦桐）近
年来，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存在未经批准

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网点等乱象，给银行内

部管理与金融监管带来一定困难与挑战，

规范异地非持牌机构经营也迫在眉睫。5月

13日，北京商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有

部分总行不在北京、上海的股份制银行根

据监管要求清退和合并异地非持牌机构，

目前该行工作已接近尾声。在分析人士看

来，相关的合并清退工作会带来银行管理

体制、公司结构上的合理化“瘦身”，能更加

促进银行专注主业，做好实体经济发展的

服务。

一位银行业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

露，“整治股份制银行异地非持牌经营一直

都是监管在做的事情，有部分银行已经差

不多整改完毕了，整改也是银行前期一直

在做的”。记者另从一位知情人士处了解

到，银保监会已在4月下旬向相关银行下发

《关于股份制银行异地非持牌机构整改工

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商业银行严格落

实此前文件要求，推进规范完成异地非持

牌机构整改。

对于监管的意图，一位不愿具名的银

行从业人士分析认为，监管此举是为了避

免银行间的过度竞争，不能过度展业，其次

要更加强调当地金融机构服务当地经济，

发挥区域优势。在首创证券研发部总经理

王剑辉看来，监管主要是为了抑制一些中

小银行出现盲目扩张，这种盲目扩张以及

相关不合理的战略安排导致了行业之间的

恶性竞争和违规经营行为的出现，监管也

是为了从组织结构上排除这些隐患。

事实上，银行业异地无序展业问题一

直存在，2017年，原银监会印发《关于集中

开展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的通知》，将

“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网点”作为

市场乱象的相关表现形式进行整治；2018

年，原银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

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持续将“未经审批

设立机构并展业”纳入违法违规范畴进行

整治。

自监管发文之后，虽然异地无序展业

问题已得到初步遏制，但整治过程中也存

在各地区做法不一、监管标准不同等问题，

为制定统一的规范要求和监管标准，2018

年12月29日，银保监会再次下发《关于规

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异地非持牌机构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按照“坚守

定位、风险为本、分类施策及新老划断”的

原则对异地非持牌机构进行稳妥有序的清

理规范。

《意见》提到，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对

异地机构的管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将异地非持牌机构分为经营性机构与非经

营性机构，分别提出针对性规范要求。充分

考虑不同类型机构差异，对异地非持牌机

构的规范不搞“一刀切”，给予充分的过渡

期，允许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过渡期内有计

划、分步骤整改。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指出，彼时，一

些地方法人银行机构为了争夺客户资源，

纷纷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设立办事处或

专营机构，游离在有效监管之外，脱离业务

本源，也容易造成相应风险。此次监管机构

针对股份制银行，要求进行异地非持牌机

构的清退和合并。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

股份制银行本身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

务，网点较多，因此针对异地非持牌机构的

整改对组织架构影响相对较小，部分业务

可以并入总行或者分行。

随着监管部门对异地非持牌机构清

查、规范的推进，股份制银行业务管理模式

与组织架构将迎来崭新的发展面貌。王剑

辉进一步表示，监管机构相关整治、规范化

行动也会带来银行整个管理体制、公司结

构上的合理化“瘦身”，能更加促进银行专

注主业，做好实体经济发展的服务，又能够

降低系统性风险隐患，从而推进整体经济

的健康运行。

51家机构遭点名

5月13日，银保监会向各银保监局、保险

公司下发了关于2019年保险公司销售从业人

员执业登记数据清核情况的通报。通报内容

显示，银保监会逐月核对2019年下半年代理

制销售人员执业登记数据与统信系统报送数

据发现，相当部分保险公司在两个系统间同

口径人员数据差异率大，或月间波动幅度大。

具体而言，中介系统、统信系统代理制销

售人员同口径数据差异率超过20%的保险公

司共有36家，包括安达保险、安盛天平、长江

财险、诚泰财险等；另外，差异率在10%-20%

之间的保险公司也有15家，包括东吴人寿、国

联人寿等。银保监会表示，在各银保监局处罚

处理基础上，进一步在全行业对上述合计51

家保险公司予以集中通报批评，并责成着力

整改，于今年7月31日前将整改情况报送银保

监会中介部。

对于部分保险公司两系统代理制销售人

员同口径数据差异率较大的情况，中国社科

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表

示，这体现了保险公司对销售人员疏于日常

管理以及统计和报送信息，也不排除个别公

司是为了规避销售人员的监管规定。

北京资深保险经纪人李玉则直言，数据

清核有误，一方面，可能是保险公司对于职业

信息登记和人员数据管理上存在不到位、轻

视数据完整性、缺少有效的内部管理体系所

致；另一方面，是数据中可能存在虚挂人力、

套取费用、违规避税等深层问题。此次清核工

作也暴露出了，有些公司在人员的全面信息

管理上不够完整，缺少有效动态管理措施，包

括监督机制。

而此次通报也显示出，这次清核过程中，

三方面问题较为突出，包括执业管理制度机

制仍不健全、销售人员基础信息填报仍不完

整及不同系统间人员数据仍不匹配，如执业

管理粗放粗糙，一些保险公司没有指定专门

部门、配备专职人员维护执业登记数据等；截

至2019年底，有超过1/7的销售人员执业登记

信息存在要素缺失。

摘“滤镜”摸“家底”

在保险行业的发展过程中，代理人扮演

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数据显示，保险代理人自

2015年6月取消保险从业资格证之后，出现爆

发式增长。2015年底代理人数约为471万人，

而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底全国保险公司销

售人员突破973万人，其中代理制销售人员

912万人。在今年一季度国内疫情持续、线下

保险销售不便的背景下，个人代理渠道的原

保险保费收入仍占据人身险公司原保险保费

收入总量的57.43%。

不过，与在行业重要地位形成强烈反差

的是，保险代理人中约20%的佼佼者签下

80%的新单，业绩出现“二八定律”；70%的代

理人难过三年关口、40%难过一年关口等情

况。某险企个险负责人坦言，以保费规模为考

核标准的背景下，团队长重视人力数量，往往

为了保费增长，不断放低考核标准拉人力，很

多代理人考核不达标，也会想办法申请保留

工号以期后面有机会带来一些边际效应。

此前，某人身险公司90余名销售人员在

入职时提供虚假学历、某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与300余人签订虚假劳动合同用于6名团队长

虚挂业务等虚列人员、虚挂保费等现象也频

见报端。随之带来的是保险公司从业人员执

业登记人数与实际人数出现较大偏差，严重

影响行业基础数据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监管部门推动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

登记数据清核工作是在两个背景下进行的。

一是各行业都在加强数字化建设，而销售人

员是保险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类要素投入，

所以掌握其真实情况是在‘摸清家底’，有助

于设计和实施行业的监管和发展诸多政策。

此外，保险销售人员的数量巨大，此举有助于

建设‘数字中国’。二是金融业在加强真实性

建设，以及从多方面维护消费者权益，此举属

于监管‘穿透底层’和‘不留死角’的重要内

容。”王向楠如是表示。

针对保险公司清核的目的，银保监会明

确，要提高从业人员源头数据质量，夯实数据

基础，加强基础数据管理。同时，还要摸清从

业人员队伍状况，掌握从业人员队伍实情，分

析从业人员队伍结构和特点。另外，落实保险

公司对从业人员的管控责任，强化从业人员

执业管理。

2020年大招在酝酿

上述通报的结果出炉并非意味着代理人

清虚工程的完结。2020年，银保监还会在此前

清核工作的基础上，加强执业登记管理，除通

报批评相关保险公司、责成保险公司着力整

改来以儆效尤外，银保监会还将开展季度定

期汇总通报和清核工作回头看检查。具体来

看，2020年起，银保监会按季度汇总通报保险

公司销售人员执业登记数据情况，各银保监

局汇总通报辖区保险公司销售从业人员执业

登记数据、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从业人员执业

登记数据情况。

此外，2020年，银保监会还将重点对存在

问题较多、数据差异较大、信息填报不完整、

日常维护不及时的保险机构，以上下联动方

式开展回头看检查，对保险公司忽视销售人

员管理主体责任、执业登记管理存在纰漏、执

业过程管理流于形式、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

者所属销售人员出现重大失信行为产生恶劣

影响的，依法依规严厉处罚，对管理人员严肃

追究责任，同时依法采取有力的监管措施。

王向楠指出，此次清核工作力度很大，明

确了规则和要求，距离整改完成还需要一段

时间，今后将进入常态化运行和监管阶段。

“保险从业人员是保险行业发展的基石因素，

保险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用户即便是购买

了保险产品，日后还需要持续的专业人员跟

进和服务。从监管的角度来说，全面梳理和动

态掌握现有的营销员信息，对于促成各家公

司提升从业人员素质、规范化管理经营是有

直接帮助作用的。”李玉分析道。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各保险公司

应严格按照销售人员执业登记管理监管要

求，落实入职、在职、离职的全过程执业信息

登记和维护，加强不同信息系统之间销售人

员数据的勾稽审查核对，确保同口径下本公

司销售人员在中介系统的执业登记数据、在

本公司人员管理系统的记载数据、在统信系

统的报送数据以及公司对外公开的披露数据

一致。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刘宇阳

作为国内保险业的主力营销渠道，保险销售人员规模已扩容至近千万人。然而，销售队伍越发庞大的背后，虚挂人力、

套取费用、违规避税等行为备受诟病。5月13日，伴随着银保监会一纸通报的披露，2019年保险公司销售从业人员执业登

记数据清核结果正式揭晓，51家险企遭点名批评也意味着历时一年的保险代理人“清核”工程终于落下帷幕。不过这场被

称作是史上最严的清虚计划并未完结，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2020年加强执业登记管理仍是代理人监管的主旋律之一，除

了祭出通报批评，责令整改以儆效尤外，银保监会还将开展季度定期汇总和清核工作回头看检查等大招。

◇各保险公司同口径销售人员在两个系统间数据差异率情况（截至2019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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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原银监会印发《关于集中开展银行
业市场乱象整治工作的通知》，将“未经
批准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网点”作为市场
乱象的相关表现形式进行整治。

2018年

原银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
市场乱象的通知》，持续将“未经审批设立机构并
展业”纳入违法违规范畴进行整治。

2018年12月29日

银保监会再次下发《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
构异地非持牌机构的指导意见》，要求按照“坚守
定位、风险为本、分类施策及新老划断”的原则对
异地非持牌机构进行稳妥有序地清理规范。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马嫡）刚刚过去
的4月，A股上市券商收获整体净利润环比上

涨超五成的喜报，37家券商中，太平洋证券显

得尤为扎眼，以84.58%的环比最大降幅，排名

垫底。在行业竞争激烈、各券商都在探索新业

务发展空间之际，太平洋证券不仅业绩逊色，

更因管理问题在近日连收监管两张罚单，分公

司业务发展受限。

5月12日晚间，太平洋证券披露了4月财务

数据简报，数据显示，太平洋当月实现营业收

入0.74亿元，环比下滑50.14%；净利润0.11亿

元，环比下滑84.58%。两项环比指标均为37家

券商中降幅最大。对比来看，当月37家券商整

体实现净利润增幅51.77%，有27家净利润获

得环比增长，15家环比增幅翻番。

与4月大幅下滑的财务数据简报一同披

露的还有收到监管罚单的信息。根据太平洋

证券5月12日晚间公告，因存在对内蒙古分公

司6项管理问题，公司被云南证监局采取责令

限期改正和责令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的行

政监管措施。而此次违规的主角，太平洋证券

内蒙古分公司在3天之前，因经营管理混乱等

问题，被内蒙古证监局采取了责令改正并暂

停新开证券账户一年的行政监管措施。与此

同时，该分公司原负责人宋长达因违法从事

其他营利性活动、涉嫌犯罪被司法部门采取

强制措施。

沪上一位券商分析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禁止分公司新开证券账户使得分公司在

这段时间内无法拓展业务，很可能一些客户也

会中途流失，业绩会显著下滑，具体对券商的

影响，要视这家分支机构在券商系统中的地位

而定。此外，券商分公司被暂停新开证券账户

是比较大的一项处罚，可能对券商其他分支机

构拓展业务或保留现有客户也会产生影响。

太平洋证券公告称，内蒙古分公司2019年

度营业收入占太平洋证券总收入的0.46%。目

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对于业绩下滑有何原

因，公司未来如何加强合规管理等问题，北京

商报记者尝试采访太平洋证券，但截至发稿未

获得回复。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起涉及太平洋证券的

并购事项尚悬而未决。根据A股上市公司华创

阳安去年11月发布的公告，华创阳安全资子公

司华创证券于2019年11月15日与太平洋证券

第一大股东北京嘉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嘉裕”）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拟以现金

协议受让北京嘉裕持有的太平洋证券4亿股股

份（占总股本的5.87%），交易总金额为22亿元。

同时华创证券与北京嘉裕签署《表决权委托协

议》，自证券监管机构同意之日起，北京嘉裕将

其持有的太平洋剩余3.44亿股股份（占总股本

的5.05%）及转让标的的表决权委托予华创证

券。本次交易后，华创证券将持有太平洋

10.92%的表决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时隔半年，这起并购事项一直未有新进展

传出。在太平洋证券业绩表现乏力、频收罚单

的情况下，是否会对此次并购事项产生影响？

首创证券研发部总经理王剑辉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在并购事件中，通常被并购标的出现

业绩表现不佳，还伴有一些处罚缠身的情况

下，公司的估值会受到下压处于低位，如果并

购方真的有诚意，有可能还会促进并购的推

进。而如果原本并购价格已经谈妥，那么这时

标的估值生变，并购方可能会延迟并购，要求

重新谈判，双方就会陷入僵持，最终交易价格

可能会有所调整。

对于收购太平洋证券部分股权进展如何，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到华创阳安，对方表示，“该

案目前尚未有大的进展。在监管方面，目前公

司会定期向监管进行沟通汇报，如果有新进展

会及时披露”。

连收罚单业绩垫底 太平洋证券不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