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

变化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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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利明 

2 月 18 日是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

一周年的日子。一年来，各家银行保险机构在声誉风险管理方面取得了哪

些进展和成效，还有哪些短板和不足？通过与多家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

管理人员的沟通接触以及对银行保险机构各类声誉事件的观察分析，我从

制度建设、重视程度、专业人才、声誉意识、管理能力五个方面做了总结。 

制度建设：积极修补、尚需完善 

2021 年以来，多数银行保险机构，特别是全国性机构，都根据《银行

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制定了本机构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

或者对原有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有的机构还制定了相

应的实施细则，并要求分行/分公司层面也据此制定相应的声誉风险管理制

度，可以说银行保险机构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大大迈进了一步。 

但是整体而言，多数银行保险机构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

主要体现在很多条款都是照搬《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

的要求，既没有与本机构的行业特点、规模状况和风险管理体系特色相结

合，也没有把《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的一些原则性要

求细化为本机构具有操作性的要求，如：声誉风险管理的“四项原则”如

何落地？党委会对声誉风险管理工作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如何

体现？如何开展声誉风险管理的应急演练？如何将声誉风险纳入各类风险

的压力测试？如何对声誉风险管理工作开展审计？一些银行保险机构仅仅



 

 - 3 - 

把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写进自身的声誉风险管理制度，颇有点“交差”的

味道，并未考虑如何在工作中开展和实施，使得制度有可能流于形式。 

重视程度：有所提升、有待提高 

在《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后，银行保险机构

对声誉风险的重视程度整体而言有了明显提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重大声誉事件往往都由银行保险机构的主要领导亲自指挥应对处置，或

者主要领导在业绩发布会或者其他公开场合就重大声誉事件的处置情况进

行表态发声；二是银行保险机构普遍加大了在声誉风险管理方面的资源投

入，在高度重视舆情监测的基础上，也愿意在声誉事件处置和声誉风险管

理体系建设上有所投入；三是各家银行保险机构纷纷开展了不同层次的声

誉风险管理培训，一些全国性银行保险机构的多家分行/分公司也开展了声

誉风险管理培训。 

尽管如此，多数银行保险机构对声誉风险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还是不

够，有待进一步提高，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大部分机构来说，

声誉风险管理还属于部门甚至更低层面的工作，甚至只是某个部门下面一

两个工作人员的职责，既没有将声誉风险管理纳入本机构的治理体系，建

立声誉风险管理的治理架构，明确董监高及各部门各机构在声誉风险管理

中的职责，也没有将声誉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实现声誉风险与本

机构各类风险之间的整体应对处置；二是银行保险机构在应对处置各类风

险事件时，声誉风险往往不在主要考虑范畴之列，或者声誉风险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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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语权很低，导致银行保险机构的声誉风险状况往往取决于原生风险的

应对处置状况，很难从防范重大声誉风险的角度全面考虑风险事件的应对

处置；而在原生风险的应对处置过程中，如何减轻经济损失或者说财务损

失往往是银行保险机构的首要考虑因素，容易出现为了减轻财务损失而不

考虑声誉损失的决定，导致了声誉风险的失控，最终酿成比财务损失严重

得多的严重声誉损失。 

专业人才：积极培养、极其匮乏 

在《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发布后，不少专业机构

纷纷举办各类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培训活动，众多机构纷纷派员参

加；不少银行保险机构也组织了声誉风险管理的专项培训，希望以此来提

升本机构的声誉风险管理认识和管理水平，以及本机构声誉风险管理人员

的专业水平。 

但是整体而言，声誉风险管理的专业人才极其匮乏的现象在银行保险

业依然存在，并且在短期之内难以有明显改观。究其原因，出色的声誉风

险管理专业人才需要同时具备能力要求和素质要求：能力方面，既要熟悉

本行业的主要业务、了解本行业的各类风险，又要具备大众传播的基本知

识、掌握主要媒体的基本情况，在银行保险机构自身业务不断变化、各类

风险的表现形式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全面了解本机构、本行业的主要风险

类型和各类风险的最新表现形式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同时，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新的信息传播渠道和媒体/自媒体类型不断出现，媒体关注热点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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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注话题也在快速变化，熟悉信息传播特点并能够据此做出应对的要求

越来越高，很多声誉风险管理人员越来越感到难以应对。此外，声誉风险

管理专业能力的提升，需要不断的经验积累和持续的学习思考，往往不是

短期能够见效的，而银行保险机构的声誉风险管理人员普遍比较年轻，机

构从业经验、媒体工作经验以及声誉风险管理工作经验和重大声誉事件应

对处置经验都较为欠缺，面对各类突发的重大声誉事件，往往难以迅速提

出有效的应对处置方案。此外，一些银行保险机构的声誉风险管理人员并

未意识到专业能力的重要性，即使参加一些培训往往也是在执行规定动作

甚至流于表象，没有把提升声誉风险管理专业能力放在重要位置。 

声誉意识：中层具备、基层欠缺 

去年以来，各家银行保险机构的声誉风险意识普遍有所提高，面对银

行保险业频发的声誉事件，如何防范和化解声誉风险也成为各家机构负责

人关注和强调的话题，一些银行保险机构还依照声誉风险管理制度，面向

分支机构制定了声誉风险考核评估制度，将声誉风险管理状况正式纳入本

机构经营绩效或风险管理的平衡记分卡考核之中。 

但整体而言，银行保险机构的声誉风险意识还是停留在总部及分行/

分公司层面，尚未深入到银行的支行和保险公司的支公司层面，而银行保

险机构 80%以上的声誉事件都发生在支行/支公司。一些银行保险机构虽然

建立起对分行/分公司的声誉风险管理考核制度，但是具体的考核指标往往

落在了分行/分公司的办公室，并未进一步下沉到支行/支公司，因此，支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7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