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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3年开年，银行业强监管态势继续延续，虽然罚单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超三成，但罚没金
额出现了小幅上升，罚单 “大额化”趋势初显。

从处罚重点来看，信贷业务与重点合规事项管理仍为处罚集中领域，而处罚案由则呈现多样
化特点，涉及贷后管理、贷款三查、监管信息报送、反洗钱、员工行为及案件管理、内控管
理等案由的相关处罚居高不下。从区域形势来看，山东省监管机构开出的罚单金额和数量呈
现双高，远超其他省份，总行及属地机构应予以适当关注。从处罚对象来看，针对国有银行
的罚没金额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40%，监管机构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持续加码。

在监管动态方面，包括《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在内的等多项监管新规于2023年第一季度发布；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亦迎来重大
改革。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及时研判监管变化与政策导向，推进从“被动合规”到“主动管理”
的合规转型，在各业务和管理领域落实审慎经营规则，在机构和员工层面落实行为监管要求，
持续强化金融风险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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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人民银行”）、国家外
汇管理局（“外汇管理局”）（含总部及其派出机构）三大监管机构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从业人员共下发罚
单836张，罚没金额共计约6.27亿元1。

1 监管处罚整体情况

较2022年同期，罚单数量下降超三成，罚没金额则出现小幅上升。整体而言，一季度银行业监管高压态势依
然持续，大额罚单2数量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罚没金额较去年同期略有上升，高于2022年各季度罚没金额。

从处罚机构来看，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的罚单数量均较同期有所下降。其中，银保监会的罚单数
量较去年同期降幅最大，达37.82%；人民银行的罚没金额较去年同期下降46.87%；外汇管理局的罚没金额较
去年同期增长59.17%。

上升 下降

各监管机构罚单数量及罚没金额

1、本报告基于监管机构公开发布的处罚数据，按照“监管机构做出处罚决定的日期”进行统计分析。

2、大额罚单为单张罚单罚没金额为100万元以上（含）的罚单。

监管机构 罚单数（张） 同比变动幅度 罚没金额（万元） 同比变动幅度

银保监会 610 -37.82% 55,482 28.36%

人民银行 214 -24.11% 6,757 -46.87%

外汇管理局 12 -14.29% 489 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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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公司罚单再现，单笔罚单罚没金额呈上升趋势

监管罚没金额显著上升，大额罚单金额创历史新高

2 监管处罚重点趋势洞察

从罚没金额来看，季度罚没金额创下新高，超去
年各季度罚没金额。2023年第一季度罚没金额为
62,729万元，较2022年同期上升11.52%。

百万元以上大额罚单的罚没金额较2022年同期
大幅上升。2023年第一季度大额罚单罚没金额高
达49,625万元，其中，银保监会对某大型国有银
行开出亿元级罚单，并涉及对总行部门负责人的
处罚决定，尤其值得关注。

监管机构继续加大执法与处罚力度，强监管态势
延续。金融机构应在逐渐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
多变的市场环境之下强化审慎合规经营，提高自
身风险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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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6月监管机构对理财公司开出首批罚单以来，监管机构对理财公司及其母行理财业务开展检查后，不断
开出新的罚单，罚单金额继续呈上升趋势，理财业务“强监管、严监管”成为常态。

从处罚案由来看，理财公司罚单均涉及多项违规。除此前罚单涉及的流动性风险管理、集中度管理、会计核算、
信息披露等相关案由外，现金管理类产品的风险控制、理财产品宣传、与母行的隔离安排、合作机构管理等事
项成为监管处罚的新兴案由。

从2022年的经营结果来看，一方面，理财公司的净利润持续增长，另一方面，亦在不断调整产品规模与结构。
监管机构以监管处罚作为手段，以查促改，旨在推动理财公司强化审慎稳健经营理念，以“洁净起步”方式实
现资管业务转型发展。可以预见，理财产品合规管理、投资者权益保护、估值核算体系、托管业务合规性将成
为监管机构对理财公司的重点及持续关注领域。

于2023年第一季度，《理财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办法》过渡期结束。理财公司享有母行的人才、品牌等资源优势，
在承接母行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内部控制体系初始化建设并无太大挑战。伴随着进一步独立运作以及业务发展，
建立与自身业务规模、特点和风险状况相适应的内控合规管理体系，提升内部控制精细化水平，对理财公司而
言，仍是一项长期而具有挑战的任务。这其中，理财公司尤其应确保在投资和交易流程、风险监测、权限管理、
信息披露以及投资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资源投入，并通过“构建-实施-监督评估-持续优化”的闭环方式，不断
推动管理质效提升。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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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管处罚重点趋势洞察（续）

于2023年第一季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因“金融资产分类不准确”受到处罚的金额达1.97亿元，其中近七成
罚单集中于农村金融机构。2023年2月，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发布《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
推动商业银行准确识别、评估信用风险，真实反映资产质量。

金融资产的准确分类一直是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重点与难点领域，监管机构也始终致力于通过完善公
司治理、数据治理、管理标准，引导、推动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督促真实反映资产状况，将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落在实处。在银保监会做出的行政处罚中，在信贷业务、资产质量检查领域，因风险分类不准确
而受到处罚的银行机构不在少数，尤其是中小银行机构，以及在基层分支机构层面，金融资产风险分类不
准确的问题较为突出。

伴随新规的出台，商业银行应针对承担信用风险的全部金融资产开展风险分类，反映债务人履约能力以及
金融资产风险变化情况，这对于各类型金融资产分类标准的制定与执行、持续的风险监测、信息化及数字
化能力、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等，均提出了更高要求。监管机构亦明确表示，将对商业银行风险分
类管理开展监督检查和评估，对违反要求的银行采取监管措施和行政处罚，与此相关的合规风险呈上升趋
势。

紧扣监管新规，关注金融资产风险分类罚单

伴随金融监管体系升级，落实审慎经营规则，加强行为监管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形成了在中央金融委员会、金融工作
委员会领导下，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行政部门具体落实
的金融监管体系。通过上述调整，我国金融监管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并重的模式更为清晰。

审慎监管旨在维护金融稳健性，行为监管则需要通过制定公平的市场规则，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包括禁
止金融机构对消费者进行误导或欺诈、加大经营和交易信息披露力度、加强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打击操纵
市场及内幕交易等。于2023年第一季度，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罚单，作为管理领域一直以来的高发
案由，与往年相比，仍处于高位水平。

在构建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体系过程中，核心与难点在于如何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与业务紧密结合，在
产品设计、定价收费、尽职调查、营销宣传、协议签订、适当性管理、催收管理、信息披露、消费者教育、
投诉管理等环节和事项中，落实监管要求，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财
产安全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和信息安全权。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各项要求散见于业务
运作与管理活动中，商业银行应在统一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体系之下，厘清监管要求，把握合规红线，
进而通过消保审查机制、风险与适当性评估机制、营销宣传机制、信息披露机制、投诉管理机制、纠纷化
解机制、应急处理机制以及宣教机制的落实，持续提升消保管理质效，满足监管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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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处罚领域分析
2023年第一季度，处罚最为集中的业务领域和管理领域分别为信贷业务及合规管理。

其中，信贷业务涉及罚单近五百张，涉及整体罚没金额的近九成；合规管理领域罚单300余张，涵盖的反洗钱、
员工行为及案件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络与信息安全等重点合规事项仍然是监管关注的重点领域。

1、紫色实心圆的高度，反映了2023年第一季度商业银行在该领域受到监管处罚的罚单数量，面积反映了罚单总金额；绿色虚线圆的高度
及面积，分别反映了2022年第一季度的相关对比数据。

2、部分罚单可能涉及多个处罚事由，各领域/环节的罚单数量及金额均按照涉及相关领域/环节的罚单加总计数。

信贷业务及合规管理领域罚单数量及罚没金额分布2

合规管理

监管配合
运营管理 公司治理

人力资源管理

信贷业务
银行卡业务

支付结算业务

同业业务

资产管理业务

10

100

1,000
业务领域 管理领域

2022年一季度 2023年一季度

监管处罚集中领域及变化趋势1

罚单数量

罚单数量
（张）

199

123

74

50

37

26

19

12

12

存续期管理及风险监控

尽职调查

业务受理与审批

资产质量分类与拨备计提

征信管理

信贷业务

授信管理

期限管理

不良贷款管理

放款管理

46,724

罚没金额
（万元）

8,847

22,533

42,284

3,250

36,585

7,531

26,613

1,420

26,798

罚没金额
（万元）

27,760

5,606

3,869

34,755

1,135

5

罚单数量
（张）

147

95

50

35

19

13

7

反洗钱

员工行为及案件管理

消费者权益保护

网络与信息安全

内部交易与关联交易

合规管理

服务价格管理

牌照管理

一般合规 7 2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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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大处罚案由分析

在2023年第一季度的处罚案由中，各领域罚单数量较去年同期均有所下降，而“贷后管理不到位”相关罚单数
量较去年同期出现增长。在信贷业务领域，“贷款‘三查’不尽职”和“信贷资金被挪用”两项处罚案由的罚
单数量降幅超过50%，但涉及“信贷资金被挪用”的罚没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30%。

在合规管理领域，反洗钱相关罚单仍是监管处罚的重灾区，除“客户身份识别”相关案由外，在本季度，“未
按规定完整、准确地报送大额或可疑交易报告”首次进入前十大案由，上述罚单多涉及中小银行机构，并在
“双罚制”下涉及多名机构管理人员。

于2023年第一季度，涉及“违反审慎经营规则”案由的罚单数量位列第一。审慎经营规则包括风险管理、内部
控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风险集中、关联交易、资产流动性等诸多领域。监管机构以该案
由出具罚单，进一步传导了维护金融机构稳健性的监管目标，以及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和交易的行为监管态
势。

4 处罚案由分析

2022年一季度
（张）

103

2023年一季度
（张）

100

100

87

82

150

151

187

118

73

54 107

52

47

164

87

39 41

违反审慎经营规则

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业务管理不到位、不审慎

违规发放贷款、办理信贷业务

贷后管理不到位

案由名称

贷款“三查”不尽职

信贷资金被挪用

报送监管统计数据错报、漏报、未报

未按规定完整、准确地报送大额或可
疑交易报告

贷前调查不尽职 37 54

-31%

增长率

-34%

-47%

-26%

12%

-50%

-68%

-46%

-5%

-31%

排名上升 排名下降排名不变 增长 大幅下降

3

同期排名变化

4

5

4

下降

1

1

8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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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3年第一季度，山东省监管机构开出的罚单金额和数量呈现双高，远超其他省份。属地机构应结合当地监
管机构合规关注重点，落实业务和合规管理的有效性。

从罚单数量来看，山东、黑龙江分列前两位，
湖南省和河南省并列第三位。其中与去年同期
相比，山东省由第9位上升为第1位，罚单数量
超百张，黑龙江省由第13位大幅上升为第2位。

从罚没金额来看，山东、黑龙江、浙江省分列
前三位。其中，山东省罚没金额高达2,272万元，
远超第二名，黑龙江省由去年同期的第20位上
升至第2位。

内蒙古自治区罚单数量排名由去年同期的第6位
下降至第21位，罚单金额排名由第14位下降至
第26位，监管机构在监管检查与处罚方面的力
度有所放缓，但仍可能随2023年的监管工作推
进有所调整。

5 处罚区域分析

2023年第一季度银行业合规风险地图

风险高
风险较高
风险中等
风险较低

1、数字坐标反映了该省份罚单数量（张）与罚没金额（万元）的组合。以山东省为例，2023年第一季度，罚单数量109张，罚没金额约
2,272万元。

重庆, 3, 850 

浙江, 34, 1,456 

云南, 32, 455 

新疆, 23, 263 

天津, 19, 441 

四川, 12, 202 

上海, 17, 626 

陕西, 28, 237 

山西, 32, 585 

宁夏, 5, 276 
内蒙, 13, 235 

辽宁, 44, 658 

江西, 39, 553 

江苏, 13, 255 

吉林, 28, 481 

湖南, 59, 1,222 湖北, 17, 1,225 

黑龙江, 64, 1,596 

河南, 59, 1,213 

河北, 26, 645 

海南, 16, 962 

广西, 9, 221 

广东, 33, 1,094 

甘肃, 7, 288 

福建, 26, 626 

北京, 8, 1,090 

安徽, 31, 450 

 150

 1,500

0 20 40 60
罚单数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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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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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机构罚单分布及特征

从处罚对象来看，各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罚单数量较去年同期均有一定程度下降；处罚金额方面，国有银行罚
没金额增长超140%，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罚没金额则大幅下降。

上升 下降

6 处罚对象分析

机构类型 罚单数量（张） 增长率 总处罚金额（万元） 增长率

国有银行 141 -43.37% 26,581 147.43%

股份制银行 92 -39.07% 16,045 40.41%

城商行 107 -38.51% 4,417 -34.94%

农村金融机构 427 -30.46% 10,390 -47.52%

国有银行

Top 1 17 102+

Top 2 9 750+

Top 3 8 77+

Top 1 31 540+

Top 2 30 20,457+

Top 3 28 680+

Top 1 15 235+

Top 2 11 685+

Top 3 10 53+

Top 1 14 4,309+

Top 2 11 306+

Top 3 11 470+

股份制
银行

城商行

农村金融
机构

中位数 27 990+

中位数 2 49+

中位数 7 278+

中位数 1 30+

罚单数量
（张）

罚没金额
（万元）排名

金融业机
构类型

罚单数量
排名

毕
马
威
洞
察

整体而言，各类型机构涉及的主要处罚案由基本趋同，
主要集中在信贷业务与合规管理等领域。但各类型机
构也存在一些自身突出的问题类型，与其经营管理现
状和业务发展重点等相关，需重点关注。

国有银行：在代理销售和结售汇业务领域的处罚占比
相对高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涉及“代理销售
环节存在误导”、“代理销售业务从业人员资质管理
不到位”、“违反规定办理结售汇业务”等。

股份制银行：罚单数量较为平均，罚单所涉及的案由
亦相对集中，主要涉及“业务管理不到位、不审慎”、
“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股份制银行在各业务领域
落实审慎经营原则，压实合规经营主体责任，仍应是
合规工作重点。

城商行：在信贷业务领域的处罚占比为各类型机构之
首。其中，“信贷业务贸易背景不真实”、“越权审
批、开展信贷业务”、“信贷、同业等业务资金回流”
等的处罚比例高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

农村金融机构：在合规管理、监管配合等领域的处罚
占比显著高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涉及“未按
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规定完整、准
确地报送大额或可疑交易报告”、“报送监管统计数
据错报、漏报、未报”等。伴随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
推进，加强风险管理能力与合规管理能力建设应成为
农村金融机构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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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一季度，三大监管机构共发布38张大额罚单，较2022年一季度相比，罚单数量仅为去年同期水平的三
成，罚没金额涨幅近40%。38张大额罚单由1张亿元级罚单，5张千万级罚单及32张百万级罚单组成，合计罚没
金额约49,625万元，占总罚没金额的79.11%。

值得关注的是，一季度银保监会开出首张亿元级罚单，单张罚单的罚没金额近2亿元，监管机构对银行业金融
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继续加码。除与信贷业务、内控管理、审慎经营等相关的常见案由外，内部制度与
监管规定不符、监管发现问题屡查屡犯或未充分整改、未按规定及时报送案件信息等处罚案由的出现，亦体现了
监管机构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合规经营情况进行监督的过程中，对于强化闭环管理，突出问题导向，推动整
改问责的监管思路。

7 大额罚单分析

2023年第一季度TOP3罚单

银保监罚决字（2023）10号

受罚机构：某国有银行

行政处罚决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合
计19,891万元。其中，总行7,341万元，分
支机构12,550万元

主要违法违规事实（案由）

未实现统一授信管理；公司治理违规；内控管理不到位；
报送监管统计数据错报、漏报、未报；违规发放贷款、
办理信贷业务；信贷业务审查审批不严格；违规提供政
府性融资；个人贷款和信用卡资金未按约定用途使用；
违规收费，转嫁成本；自营和代客业务未能实现风险隔
离；投资业务运作不规范、不审慎；违规掩盖不良资产；
理财产品管理不合规；同业投资业务开展不规范；可疑
交易识别、分析和审核不严格等

银保监罚决字（2023）2号

受罚机构：某股份制商业银行

行政处罚决定：对总行罚款6,67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2,462万元，对分支机构罚款2,300万元。共计罚款
8,97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2,462万元

主要违法违规事实（案由）

资产质量分类不准确；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
市、股市；报送监管统计数据错报、漏报、
未报；未实现统一授信管理；违规收费，转
嫁成本；重大关联交易未按规定审查审批和
报告；贷后管理不到位等

银保监罚决字（2023）20号

受罚机构：某外资银行

行政处罚决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合
计4,966万元。其中，总行3,626万元，分
支机构1,340万元

主要违法违规事实（案由）

未经资格审查任命董事及高级管理层；薪酬管理不到位；
董事、监事履职及评价不到位；未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与报告；未对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进行穿透管理；向关
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未实现统一授信管理；违规吸收存
款；宏观政策落实不到位；资产质量分类不准确；违规
掩盖不良资产；同业业务交易对手管理不到位；违规开
展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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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疫情防控较快平稳转段，政策端不断释放积极信号，国民经济企稳
回升，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国内需求不足制约明显，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牢固。与此
同时，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趋缓态势明显，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较多。

于2023年，监管机构将继续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
性的同时，持续提升监管有效性。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银保监会）发布的2023年度预
算来看，监管机构将加强对银行保险机构的检查、调查、整改评估等，采用线上与现场相结
合的方式，拓展检查的广度与深度，并依法从严加大行政处罚力度，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需持续关注自身所处外部环境、业务发展、科技发展等因素带来
的影响，主动管理监管变化，通过三道防线的联动，推动合规与业务的紧密结合。针对监管
检查发现的问题和处罚，应做好“溯源”管理，从监管规则出发，识别合规风险点，开展基
于根因分析的整改工作，落实对“屡查屡犯”和“此查彼犯”问题的根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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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鉴过知来，向往而新”系列为监管动态跟踪
与洞察分析专题报告。我们持续关注金融业重要法规
及监管政策变化、监管检查以及监管处罚动态等，运
用毕马威专家团队丰富的行业经验及专业解读，及时
把握监管重点，敏锐洞悉合规风险变化趋势，协助金
融机构感知风险，以采取有效应对。

本系列报告所采用之分析数据，承载于毕马威天罡智
慧合规平台。如需进一步了解并试用毕马威天罡智慧
合规平台，请扫描二维码。

特别鸣谢：感谢靳蓓、梁敏、陈希、尹俊翔、冯旻、
孟璐、杨雷、任中杰、于萌浠、杨佳瑶、史东浩、牛
丽欣、王紫豪、马秋宇对本报告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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