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继红：商业银行声誉风险

管理原则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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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陈继红 

 

坚持“前瞻性原则”，未雨绸缪防范声誉风险 

中国银保监会要求商业银行首先要遵循“前瞻性原则”，坚持预防为

主的声誉风险管理理念，加强研究，防控源头，定期对声誉风险管理情况

及潜在风险进行审视，提升声誉风险管理的预见性。 

为什么要遵循“前瞻性原则”，并将“前瞻性原则”放在基本原则的

首位，可以从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的两条基本路线上找到答案。 

一是舆情发生前的主动预防路线。商业银行在声誉风险发生前，未雨

绸缪，提前进行预防，努力消除声誉风险隐患，防止声誉风险发生。这相

当于中医的“治未病”，没生病前就做好养生保健，增强身体免疫力，防

止病毒入侵。这样做是提前把声誉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企业的声誉和

形象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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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舆情发生后的被动处置路线。在声誉风险发生后，商业银行被迫

进行应付，调集资源，多方沟通，反复协调，全力平息舆情，避免舆情发

酵，努力降低对企业声誉和形象的损害。这相当于中医的“治已病”，生

病后急忙上医院，找医生，吃药打针，最后终于把疾病控制下来。 

两条路线哪条更好，不言而喻。舆情发生前的主动预防，要远胜于舆

情发生后的被动处置。 

一是舆情发生后，即使商业银行的应对处置非常成功，迅速平息，但

对企业的声誉和形象已经造成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和损害。如同一个花瓶掉

到地上后，无论修补得多么高明，也不如原来那个没有任何裂纹的原装花

瓶。 

二是即使舆情最终平息，对未来而言仍然留下声誉风险隐患。这就好

比犯了一次案，被处罚后就留下了案底，一旦将来商业银行再发生类似的

声誉风险事件，媒体大概率会旧事重提“炒冷饭”，导致舆情叠加，这样

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2021 年 9 月 8 日，有媒体报道海通证券被证监会

立案调查，该信息迅速引发媒体关注。同时，海通证券 2015 年 8 月被证

监会立案、2020 年被交易商协会警告等过往的负面新闻也被旧事重提再度

翻炒。 

三是发生舆情后，应对处置可能并不顺利。一旦应对不当，处置不成

功，舆情就可能会发酵，导致事态扩大，对商业银行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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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两条路线”和“三个原因”可以看出，中国银保监会提出声

誉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原则”，并将其放在四条原则的首位，有着深远的

意义，目的在于改变目前大多数商业银行被动处置声誉风险的局面，提升

声誉风险管理的预见性，主动防范化解声誉风险。 

商业银行应在声誉风险管理中认真贯彻落实“前瞻性原则”，采取源

头防控、关口前移、定期审视等措施，积极主动做好预防。 

源头防控。所谓源头，就是问题发生、起源的地方。“问渠哪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治病最讲究的，就是“正本清源，治本为主”。

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要从源头着手，主动排查问题、及时发现问题、妥

善解决问题，铲除声誉风险产生的土壤。但凡企业形象良好的商业银行，

都十分注重从源头防控声誉风险。如有的商业银行日常组织开展整个机构

或业务条线的声誉风险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处置化解，有效

避免了声誉风险的发生。 

关口前移。商业银行要把声誉风险管理关口尽量前移，提前把关，使

问题早暴露、早解决。一是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把好声誉风险关，以制度机

制管人、以制度机制管事；二是要注重从干部员工观念意识上把好声誉风

险关，着力提升干部员工声誉风险意识；三是要注重从业务一线把好声誉

风险关，规范经营管理和业务流程。例如，有的商业银行日常组织开展声

誉风险学习培训，培养了员工强烈的企业形象意识，增强了员工的声誉风

险防范意识和应对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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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审视。正如人的身体需要经常体检一样，商业银行也需要定期评

估声誉风险状况，认真分析面临的声誉风险形势，深入排查、梳理存在的

问题和隐患，全面考虑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有的商业银行对年报

等公开披露的信息进行详细分析，就一些可能引发声誉风险的敏感指标数

据作充分的解读准备，提前做好声誉风险应急处置预案。 

坚持“匹配性原则”，适应声誉风险管理 

新形势中国银保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应坚持“匹配性原则”，进行多层

次、差异化的声誉风险管理，与自身规模、经营状况、风险状况及系统重

要性相匹配，并结合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变化适时调整。 

所谓匹配，即适应、适合，“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商业银行声誉风

险管理既要适应企业内部的实际情况，也要适应外界的发展变化，做到因

时而易、因势而变。 

与企业规模相匹配。商业银行在规模上存在巨大差异：有的规模庞大，

资产规模达数十万亿元，员工数十万人，客户数过亿；有的规模较小，资

产规模不足百亿元，客户数不足十万，员工不足百人。企业规模越大，媒

体关注度越高，面临的声誉风险压力越大。商业银行要根据自身规模，在

声誉风险的制度、机制、流程、人员等各个管理环节上做好相应的匹配。 

与企业经营状况相匹配。不同的商业银行经营状况各不相同，同一商

业银行在不同时期的经营状况也存在差异。当商业银行各项经营指标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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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声誉风险压力较小；反之，经营状况差，诸多指标出现问题，声誉风

险压力将增大。因此，商业银行要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做好相应的声誉风

险管理匹配措施。 

与企业的风险状况相匹配。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与声誉风险直接关联，

如果风险状况良好，不良率低，则声誉风险压力小；风险状况差，不良率

高，则声誉风险压力倍增。新闻媒体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高度敏感，十

分关注其资产质量的变化。因此，商业银行要根据自身风险状况做好声誉

风险管理匹配。 

与系统重要性程度相匹配。尽管商业银行数量众多，但在重要程度上

存在较大差异。列入系统重要性银行业机构的商业银行，承担的声誉风险

责任和压力比未列入系统重要性银行业机构的商业银行更大，需要在声誉

风险管理上做出更高要求的匹配措施。 

与外部环境变化相匹配。“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商业银行

所处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和监管环境，二者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

化。一是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巨大，在不同的宏观

经济环境下，面临的声誉风险压力迥异。二是监管机构近年来进一步加大

了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声誉风险的管理力度，提出了更严、更高的要求，

商业银行收到的监管罚单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2021 年银保监会对银

行机构开出的罚单达 4040 张，罚没金额达 22.35 亿元。声誉风险管理新

规也在 2021 年 2 月正式施行，许多过去没有提的新要求，在新规中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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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明确提出。经济环境和监管环境的深刻变化，要求商业银行及时调整声

誉风险管理措施。 

与企业内部管理变化相匹配。随着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商业银行积极

推进各种形式的内部管理创新，例如，基于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背景下

的发展转型，基于激烈市场竞争背景下的体制改革和对标一流行动等。商

业银行内部管理创新推进情况、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成为新闻媒体

的关注热点。例如有的银行曾全面推进事业部制改革，近年来又有银行宣

布彻底放弃事业部制，重新做强分行，此类内部改革举措引发媒体广泛报

道。商业银行要基于内部管理变化在声誉风险管理上做好相应的匹配。 

坚持“全覆盖原则”，构筑声誉风险的坚固防线 

中国银保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坚持“全覆盖原则”，以公司治理为着力

点，将声誉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覆盖各业务条线、所有分支

机构和子公司，覆盖各部门、岗位、人员和产品，覆盖决策、执行和监督

全部管理环节，同时应防范第三方合作机构可能引发的对本机构不利的声

誉风险，充分考量其他内外部风险的相关性和传染性。 

“全覆盖原则”首先要求商业银行将声誉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因为声誉风险具有穿透性，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

作风险、国别风险、利率风险、战略风险、法律风险、信息科技风险以及

其他风险，最后都有可能演变成声誉风险。同时，金融行业具有与其他行

业所不同的特殊性，一旦声誉风险处理不当，可能会发展成为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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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2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