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开局， 监管部门对银行业的处罚力度丝毫不减。1
月31日， 北京商报记者根据银保监会官网公布的行政处罚
信息统计发现，2023年首月（罚单统计以公布时间为准）包括
银保监局本级、 银保监分局本级在内的各级银保监系统对
银行业机构共开出277张罚单，合计罚没金额超1.69亿元。

具体来看，1月银保监会机关共开出68张罚单，处罚金额
约为6438.42万元；银保监分局本级共开出209张罚单，处罚
金额约为1.05亿元。 从数量来看， 与2022年同期的396张、
2.04亿元相比，2023年首月罚单数量和金额均有所减少。

虽然被罚数量、被罚金额均较2022年同期有所减少，但百
万级巨额罚单仍然存在，2023年首月，监管共开出了36张百万
级罚单，受罚主体涵盖了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
城农商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多类机构，其中，政策性银
行1张；国有大行及分支机构6张；股份制银行及分支机构5张，
其余24张则为地方性银行、农商行及村镇银行等。随着严监管
不断深入，“双罚制”特点也更加明显，在问责直接责任人的同
时，也对管理不尽职、履职不到位的管理人员进行处罚。

从监管开出的罚单中可以看出银行的主要违规事由依
旧集中在贷款、内控等领域。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在今
年首月银保监会系统开具的“1号罚单”（即处罚日期均为
2023年1月）中，涉及贷款业务违规的罚单已超过半数。从具
体的违规事由来看，主要涉及贷后管理不到位、违规发放贷
款、贷款“三查”不尽职、贷款资金被挪用、贷款分类不准确、
贷款资金违规入市等内容。

近年来，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严防信贷资金流入
楼市、加强房地产开发贷款的监督，涉房性贷款罚单数量整
体有所减少，但仍有部分银行及分支机构屡禁不止。除了贷
款业务违规之外， 银行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还包括内部控
制不到位导致发生操作风险事件； 薪酬管理违反审慎经营
规则；对股东股权质押贷款审核不尽职；互联网贷款管理不
到位；信贷资产质押权未落实到位；非现场统计数据差错；
监管要求落实不力等多种。

近年来，在连续性的强监管措施之下，银行业的合规程
度有所提升。 不过， 防范风险仍将是银行业发展的“生命
线”，未来，监管对行业内违法违规行为保持高压整治态势
的力度不会减弱。 银保监会近日召开的2023年工作会议也
指出，持续提升监管有效性，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全流程全
链条审慎监管，提升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依法将各类金
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

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指出，从数据来看，2023年首月罚
单数量和金额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 这与罚单覆盖周期内
风险事件逐步收敛、 经济大环境处于触底反弹的转变过程有
关，也体现出近五年来合规监管常态化和系统化的成效显现，
随着监管力度持续强化、不断细化、专业度持续提升，金融机
构规范度持续提升，重大违规案件下行，罚单数量少了、内容
却丰富了很多，防微杜渐的小处罚密度加大。

廖鹤凯进一步表示，结合银保监会2023年工作会议，除了
较为常规的信贷、内控、信用卡等监管，同业业务、资产处置、
资产管理、第三方合作、个人金融信息保护、金融营销宣传、信
息科技、信息报送规范等可能会成为监管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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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监管部门对金融业的违规行为依旧“零容忍”。1月31日，北京商报记者根据监管披露的公开罚

单统计，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第三方支付行业新年首月共计开出413张罚单，累计金额超过2亿元。值得一

提的是，2023年首月四大领域无论是罚单数量还是罚没金额同比均有所回落。在分析人士看来，这与罚单覆

盖周期内风险事件逐步收敛、经济大环境处于触底反弹的转变过程有关，也体现出近五年来合规监管常态化

和系统化的成效显著。

暂无百万元罚单，

但超过50万元的罚单有9张

辽宁证监局认定网信证券时任董事长、

总经理等10人为不适当人员， 禁止履

行相关职务长达5-15年不等

3张罚单达到百万元级别水平

银行
277张罚单金额超1.69亿元 保险

内控不严频被点名
2023年开年首月，监管部门开出上千万元罚单剑指保

险业乱象。1月31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2023年1月，银
保监系统对保险业开出罚单110张，较2022年同期的196张
有所回落。处罚金额也相较2022年同期的4382.92万元有所
减少，为1976.2万元，同比减少55%。2023年首月虽无百万
元以上罚单，但超过50万元的罚单有9张。

具体而言，财险公司与人身险公司所涉及的罚单数
量相近，分别为41张和44张。不过，从被罚金额来看，财
险公司仍然占据大头，为1071.8万元，占保险业1月总罚
金的五成以上。

与财险公司连年罚金占比较大不同的是，人身险公
司2023年首月被罚金额合计为741.4万元。此外，包括保
险代理、保险销售、保险经纪、保险公估在内的保险中介
机构共有25家次被罚， 占罚单总量约1/4， 所涉罚金为
152.2万元。

在首月罚单的诸多违规事由中，欺骗投保人、编制
或提供虚假资料、费率未备案、许可证丢失等依然是高发
乱象。

值得注意的是， 有关内控不严的乱象尤为突出。不
少保险机构因内控不健全、管理不到位、疏于管理和监
督从业人员等原因被罚。如泛华联兴保险销售股份公司
山东聊城分公司因对从业人员日常管理不到位被罚，该
公司对于从业人员超范围代理保险业务问题应发现而
未发现，对本单位从业人员行为管理、日常监测不到位，
负有管理责任。海南理正行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则因疏于
管理和监督公估从业人员被罚。

此外，在培养保险业人员的合规意识方面，仍有险
企未“以身作则”。1月10日，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因唆使、诱导保险代理人进行违
背诚信义务的活动被罚。

从处罚力度来看，“双罚制”继续严格落实，今年首月，
在追究机构责任的同时， 有近八成罚单依法追究了违法责
任人员的个人责任。 此外， 两家保险中介机构受到顶格处
罚。其中，汇金永信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因存
在利用业务便利为其他机构及人员牟取不正当利益、 编报
虚假资料的违法违规行为，被停止接受新业务一年。

与2022年1月保险业被罚金额逾4300万元相比虽
有所回落， 但今年首月被罚金额仍高于2021年同期的
1300万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 随着多年来严监管的落
实，保险业的风险得到了有效防范与控制，保险市场各
主体的合规经营意识越来越强，但是一些市场乱象还没
有根本扭转，也还有新的违法违规行为产生。而且，当前
外部环境， 特别是国际经济金融环境还比较复杂多变，
风险较大， 也很容易对国内金融保险市场产生冲击。因
此，严监管的趋势还会继续。

“对于保险机构来说， 需要将合规经营植根于企业
的经营理念之中，融入企业文化，变成日常经营中的自
觉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外部环境对公司经营行为
的影响，真正做到合规经营。”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
任李文中如是表示。

开年首月，就有8家券商收到来自不同监管部门下
发的罚单。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1月以来，上交
所、 深交所及各地证监局累计对证券公司行业下发21
张罚单，涉及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融证券、申万
宏源证券、万和证券、民生证券、长江证券、网信证券共
8家券商，相关机构所收罚单多集中在1-2张不等。

整体来看，2023年相关受罚机构主要存在两大类
问题，首先是旗下证券营业部及员工在执业过程中存
在不规范行为；其次则是相关机构及旗下保荐代表人
（以下简称“保代”）在保荐承销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
此外，还有个别券商因公司债券业务违规受罚。其中，
保代违规也是首月罚单中提到的高频处罚事由。

除保荐业务和营业部业务多存在违规现象外，债
券业务违规也成为部分券商在近期受罚的一大重点问
题。1月5日，国融证券因在公司债券承销和受托管理业
务中， 个别项目未对发行人抵押备案程序的真实性进
行全面尽职调查， 未持续跟踪并及时督导发行人披露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相关的重大事项。同时，债券业务整
体风险管控存在不足， 个别项目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
用监督不到位、 内核机制执行不到位等问题遭内蒙古
证监局责令改正。同日，国融证券时任分管债券业务副
总裁杨亮也因对相关违规行为负有管理责任遭监管出
具警示函。

除追究机构责任外，监管也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
规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罚。1月20日，针对网信证券此前
存在的债券交易业务违规、净资本等风险控制指标不
符合规定等多项问题， 辽宁证监局更是连发10张罚
单，认定网信证券时任董事长、总经理等10人为不适
当人员，禁止履行相关职务长达5-15年不等。

整体来看，上述证券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均受到不
同程度的处罚。那么，在遭受监管处罚后，对相关机构
的后续运作管理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

券商投行人士何南野认为，如果罚单内容仅限于责
令改正等较轻的处罚，对证券公司业务发展影响可能不
大， 但证券公司内部会面临自上而下更严格的整改，
短期内或也会让受处罚证券公司的从业人员出现难以
适应的情况。如果罚单要求暂停业务3个月或6个月，影
响则会较大，或将直接影响相关机构1-2年内的业务发
展和收入利润表现。

尽管当前证券业罚单数量仍居高不下，但在业内
人士看来，为进一步加强管理，事前监管或会提上日
程。“就目前的监管手段来看， 基本都是趋向事后监
管，但从一些监管案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事前
监管或许会被提上日程，也就是将违法犯罪防患于未
然，立法层面的工作力度或会进一步加大。”深圳中金
华创基金董事长龚涛如是说道。

何南野则直言， 按照目前的监管精神，2023年预
计将全面实施注册制，这就意味着监管只会更加的严
格，监管趋紧的态势会越来越明显，业务不合规的券
商也将面临更大的处罚，只有合规经营、审慎稳健的
券商，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

证券
10名高管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支付

罚单金额数量同比回落

2023年首月， 第三方支付领域的罚单并未缺席。北
京商报记者根据央行各分支机构披露的信息统计发现，
仅按发布时间计算，1月，央行总计对5家第三方支付机构
开出了罚单， 合计罚没金额约为1247万元。5张罚单中，
有4张为“双罚”罚单。从罚单金额来看，3张罚单达到百万
元级别水平，罚单最高超过646万元，最少为6万元。

金运通网络支付股份有限公司是年内首家被罚的
机构，因违反清算管理规定和违反特约商户管理规定两
项违法违规行为，被没收违法所得119.12万元，处以罚
款208.48万元，合计罚没金额达327.6万元；北京银通支
付有限公司因未按规定办理变更事项，被央行营业管理
部罚款6万元，该罚单也是5张罚单中唯一一张非“双罚”
罚单；辽宁新天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因未按规定履行客户
身份识别义务，被罚款49万元。

谈及新年首月5家支付机构被罚事宜， 冰鉴科技研
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诗强指出，支付罚单一直存在，主要
原因是支付机构对接的客户数量庞大， 交易错综复杂，
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无法做到笔笔精准风险识别。与此
同时，风控提升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部分支付机构风
控建设缓慢，或是不重视该部分布局，就容易违规受罚。

就罚单所涉及的具体违规事宜、整改情况以及后续业
务合规规划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也向金运通支付、银通
支付等机构进行了了解，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对方回复。

近年来，第三方支付领域的罚单频现，百万元、千万元
级别的罚单时有出现。2022年全年，第三方支付领域至少
产生了56张罚单，罚没总金额超过2.71亿元。按照前述罚
单信息计算，2023年5家支付机构共计被罚1246.82万元。

北京商报记者进一步对比发现，与前两年的开年首月
受罚情况相比，2023年1月支付领域的罚单数量与罚没金
额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其中，2022年1月，央行对第三方支
付机构开出8张罚单， 合计罚没金额接近2600万元；2021
年1月，央行公布的支付罚单数量为9张，合计罚没金额为
7409万元。

“罚单减少可能与近年来支付机构数量不断减少有一
定关系，” 王诗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随着支付机构的退
出，未来处罚频次可能会下降，行业集中度会越来越高。

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则指出， 尽管
从数据上同比有所回落， 但从处罚上可以看到跟往年相
比会有一些新的处罚原因出现，例如“未按规定停止为连
续一年未发生交易的受理终端或收款码提供收款服务”。
这些也都说明央行持续对支付行业严监管的态度延续
下，也在根据新的规定更新检查内容，不断与时俱进。

此外，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 从受罚事宜来看，
2023年首月受罚机构涉及的违规事由， 仍旧主要集中
在商户管理、支付管理、清算管理等方面，违规“重灾区”
主要集中在反洗钱不力、银行卡收单等领域。王蓬博解
释称，反洗钱和未落实商户实名制和结算管理要求仍然
将是2023年罚单中披露最多的处罚原因之一， 支付机
构在对应领域依然存在漏洞。预计未来这类处罚比例将
逐渐增加，或将成为支付机构被处罚的主要原因。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胡永新 廖蒙 李海媛 宋亦桐

政策性银行

国有大行及分支机构

股份制银行及分支机构

地方性银行、农商行及村镇银行

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第
三方支付行业新年首月共计

开出413张罚单， 累计金额

超过2亿元

5张罚单， 金额1247万元

保险

证券

支付

110张罚单，罚没1976.2万元

21张罚单， 金额0元

银行 277张罚单，合计罚没金额超1.69亿元

277张罚单，合计罚没金额超1.69亿元

银保监会
机关

共开具68张罚单，

处罚金额约为6438.42万元

银保监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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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开出209张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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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机构合计被罚没约1247万元

41张财险公司

（被罚金额为1071.8万元，占五成以上）

44张 人身险公司

25家中介机构（保险代理、保险销
售、保险经纪、保险公估）

（占罚单总量约1/4，所涉罚金为152.2万元）

罚单最高超过646万元，最少为6万元

5张罚单中，有4张为“双罚”罚单

涉及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融证券、申万宏源

证券、万和证券、民生证券、长江证券、网信证券共8
家券商，相关机构所收罚单多集中在1-2张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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