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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大股东行为监管，提升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有效性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规范约束大股东行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夯实银行保险机构稳健经营

基础。《办法》从持股行为、治理行为、交易行为、责任义务等四个方面对银行保险机

构的大股东提出新要求，明确银行保险机构职责，强调银保监会的监督管理，多管齐下

规范大股东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大股东行为监管是提升公司治理质效的关键一环，体现了中国特色监管体

系坚持问题导向、注重针对性和差异性的文化内涵。股东股权乱象是公司治理失灵的

重要原因，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机制性障碍。银行保险机构在合规操作、经营业

务、财务结构、风险管理等方面与一般企业差异较大，具有外部性强、信息不对称、资

产关联度高等特点，其大股东更加需要相关资质，以便于引导合规经营、稳健投资、风

险管理、客户维护，切实保护银行保险机构及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近年来，银行保险

机构股东股权乱象频繁发生，中小银行的隐形股东、股权代持、不当关联交易、利益输

送等问题尤为突出，已成为金融风险产生的主要根源。《办法》通过提出更为严格的大

股东认定标准，抓住源头，把好“入口关”，从根本上增强监管效率和精准性。《办法》

出台前大量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股东只能统一按照主要股东（5%）的标准实施监管，存

在大型机构大股东持股分化严重、中小机构监管不足的现象，《办法》根据机构类型将

持股比例分为 15%、10%两档，如六大行、股份制银行持股 15%以上，城商行、农商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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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10%以上，实际持股最多（不低于 5%）的一并界定为“大股东”，并以提名董事数量

和董事会意见判定对金融机构有控制性影响的大股东，针对性解决监管不匹配问题，

凸显差异化监管特色。 

第二，从持股行为、治理行为、交易行为、责任义务等四方面划定大股东行为“红

线”，圈定多处“严禁”、“不得”，大股东行为进入强监管时代。《办法》由表及里、

由浅入深，各环节、多领域、全方位规范大股东行为，释放公司治理强监管信号。在持

股行为方面，强调大股东自有资金来源的合法性、股权关系的真实透明度、股权结构的

稳定性、不得直接或间接交叉持股、股权质押超 50%不得行使表决权；在治理行为方面，

明确提出有效参与公司治理、支持机构独立运作，通过九大“禁止”严防不正当干预或

限制，进一步规范大股东的委托代理权、投票权、提名权及任职规定、履职监督；在交

易行为方面，大股东要提升交易的透明性和公允性、评估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做好关联交易的动态管理，并提出关联交易的九大“禁止”行为，这也是不当关联交易

的表现形式；在责任义务方面，《办法》指出大股东有践行诚信原则、配合风险处置、

落实监管要求、及时报送信息、做好声誉风险管理、强化风险隔离、满足资本补充要求、

股东权利沟通协商等相关责任和义务。 

第三，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双向发力，筑牢两道“防线”，确保内外双重监督。从

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恒丰银行等中小银行的股东股权乱象可以看出，仅靠大股东的自

我约束远远不够，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内外部监督至关重要。金融机构要坚守职责

“防线”，高度重视大股东的行为规范，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突出强调大股东职责；压实

主体责任，董事会承担股权管理的最终责任；坚持独立自主经营，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

机制，避免利益冲突和风险传染；加强对大股东行为的管理，制定并及时更新权利义

务、负面行为清单，建立大股东信息档案，定期对大股东进行评估；强化信息联动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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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中小股东、员工、客户等利益相关方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监管机构坚守监管“防

线”，加强对大股东的穿透监管和审查，加大对金融机构和大股东的违规处罚力度，挂

钩公司治理评估结果和监管评级，提高违规成本。 

（点评人：中国银行研究院 郑忱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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