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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不当干预银行正常经营

《办法》对股东行为进行了约束，明确银

行保险机构大股东应当维护银行保险机构

的独立运作，尊重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经营决

策，依法依规正当行使股东权利，严禁违规

通过以下方式对银行保险机构进行不正当

干预或限制。

其中包括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设

置前置批准程序；设置与后银行保险机构之

间的上下级关系；干预银行保险机构高级管

理人员的正常选聘程序，或越过股东（大）会、

董事会直接任免工作人员；干预银行保险机

构董事、监事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价；干

预银行保险机构正常经营决策程序、财务核

算、资金调动、资产管理和费用管理等财务、

会计活动；向银行保险机构下达经营计划或

指令；要求银行机构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要求保险机构开展特定保险业务或者资金运

用等十余项行为。

事实上，在大股东干预银行正常经营致

使银行出现重大风险方面确有先例。2019年5

月24日，包商银行因出现严重信用风险，被人

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接管。在事后对包商银

行倒闭的复盘中，包商银行接管组组长周学

东曾撰文披露，包商银行自2005年以来仅大

股东占款就累计高达1500亿元，且每年的利

息就多达百亿元，长期无法还本付息，资不抵

债的严重程度超出想象。

在资深银行业分析人士王剑辉看来，禁

止大股东干预银行正常经营，一方面是公司

治理流程和规范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金

融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一些大股东出

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会在某些时刻牺牲金融

机构的利益，造成大股东自身行业出现问题

后，风险传导至相关金融机构。

而为了防止此类现象发生，此前银保

监会发布的《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

中也强调，股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不得干预董事会、高级管理层根据公司章

程享有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不得越过董事

会、高级管理层直接干预银行保险机构经

营管理。

不得以银行名义进行不当宣传

除明确规定大股东不得干预银行正常经

营外，《办法》还做出了风险隔离要求，规定银

行保险机构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经营，建立有

效的风险隔离机制，采取隔离股权、资产、债

务、管理、财务、业务和人员等审慎措施，实现

与大股东的各自独立核算和风险承担，切实

防范利益冲突和风险传染。

而在大股东方面，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

应当加强其所持银行保险机构同其他小额贷

款公司、担保公司等非持牌金融机构之间的

风险隔离，不得利用银行保险机构名义进行

不当宣传，严禁混淆持牌与非持牌金融机构

之间的产品和服务，或放大非持牌金融机构

信用，谋取不当利益。

对于这条规定，资深金融监管政策专家

周毅钦表示，银行保险机构作为由一行两会

批准成立的正规持牌金融机构，其信用度是

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的。一些机构借控股

持牌金融机构的名义，大肆宣传、不当宣传其

自身的产品和服务，不明就里的金融消费者

上当后，极容易把矛头指向相关持牌金融机

构。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行为进行限制，要求大

股东把自身的经营行为和持股的银行保险机

构的经营行为进行分离。

股权质押超量，表决权将受限

《办法》还对持股行为加以限制，明确银

行保险机构大股东与银行保险机构之间不得

直接或间接交叉持股。在投资方面，银行保险

机构大股东应当强化资本约束，保持杠杆水

平适度，科学布局对银行保险机构的投资，确

保投资行为与自身资本规模、持续出资能力、

经营管理水平相适应，投资入股银行保险机

构的数量应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从其他禁止类别来看，在股权转让方面，

《办法》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应当注重

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不得以投机套现为目

的，应当维护银行保险机构股权结构的相对

稳定，在股权限制转让期限内不得转让或变

相转让所持有的银行保险机构股权，司法裁

定、行政划拨或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责令

转让的除外。

在股权质押方面，当银行保险机构大

股东质押银行保险机构股权数量超过其

所持股权数量的50%时，大股东及其所提

名董事不得行使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上

的表决权。

对此，周毅钦指出，股东由于自身的资金

需要，将存量的股权进行一定比例的质押，该

行为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要防止个别股东通

过外部启动资金，先收购银行股份，再将股份

大量质押后归还外部借款，同时借控股银行

保险机构的机会，对人事任免、公司经营进行

大量干预，最终把银行保险机构变成了自己

的“摇钱树”。此前也曾有机构靠这种“循环注

资”的把戏在短短数年内迅速膨胀，所以对这

种大量质押股份的大股东进行表决权限制是

非常有必要的。

平衡现金分红与资本补充

另外，对于大股东的利润分配，《办法》也做

出了明确规定。其中提到，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

应当支持银行保险机构根据自身经营状况、风

险状况、资本规划以及市场环境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平衡好现金分红和资本补充的关系。

银行保险机构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大

股东应支持其减少或不进行现金分红。主要

包括资本充足率不符合监管要求或偿付能力

不达标的；公司治理评估结果低于C级或监管

评级低于3级的；贷款损失准备低于监管要求

或不良贷款率较高的；银行保险机构存在重

大风险事件、重大违法违规情形的等情况。

在周毅钦看来，此举主要是防止大股东

在银行保险机构本身已经经营情况不良的情

况下，借现金分红的机会榨干银行保险机构

的最后剩余价值，导致银行保险机构彻底沦

为大股东的“提款机”。

王剑辉进一步指出，对大股东的分红行

为进行约束也有利于提高大股东的准入门

槛，能够让真正有能力、有作为、有意愿做好

这个行业的机构来长期投资经营，而避免让

一些投机性的机构参与进来。

今年以来，监管机构频频发布银行保险

机构治理政策，除《办法》外，银保监会此前还

发布了《银行保险机构董事监事履职评价办

法（试行）》以及《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

则》等文件。在王剑辉看来，此次《办法》的公

布与此前一系列准则、评价办法的发布，意味

着银行保险机构的监管进入了一个深化、细

化阶段，开始由对行业的普遍性监管，细化、

深化到对公司治理的各个参与者之间的监

管。同时也彰显了事前监管的理念，以抑制和

防范不规范行为转化为系统性风险。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实习记者 李海颜

“禁区”划定 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迎强监管
继银行保险机构董事监事履职“考核表”尘埃落定后，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权利也将受到监

管约束。6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办法》）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办法》的公布与此前一系列准则、评价办法的发布，意

味着银行保险机构的监管由对行业的普遍性监管转变为对各个参与者的监管， 监管

要求更细、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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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部分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