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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审查不尽职、信贷资金流入房
地产市场……2022年监管仍在不断加
大银行业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2月7
日，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开年
首月，银保监会及其分支机构合计开出
了396张罚单，累计罚没金额达2.04亿
元。与 2021年同期相比，罚单数量和
金额虽有所减少，但涉嫌违法发放贷
款、内控管理不到位、信贷资金被挪用、
信用卡违规行为依旧是“重灾区”。在
分析人士看来，从目前银行业的业务结
构看，未来信贷、信用卡等业务仍是监
管的重点领域；从规范银行金融业务发
展的角度，未来银行内部治理等方面也
将是监管的重点领域。

信贷违规仍是“重灾区”

2022年首批罚单出炉，2月7日，北
京商报记者对银保监会开年首月公示
的罚单信息统计发现，截至 1月 31日，
银保监会机关、银保监局及银保监分局
共计开出396张罚单，累计罚没金额达
2.04亿元，受罚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
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农商行、村镇
银行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从数量来
看，与 2021 年同期的 460 张罚单、3.25
亿元处罚金额相比，2022年首月罚单
数量和金额均有所减少。

在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
茂华看来，首月罚单数量和处罚金额

“双降”是好现象，反映国内银行业务违
规现象趋于收敛，银行部门经营更加规
范稳健，金融生态在不断优化。一方面
是近年来国内加快补齐监管与制度短
板，此前一些违规乱象明显收敛；另一
方面监管常态化，银行金融机构加强完
善内部治理，日常经营不断得到规范。

在严监管态势之下，合规已成为机
构经营发展的“生命线”，但梳理罚单后
不难看出信贷违规仍不容忽视。在
396张罚单中，“涉贷”罚单达278张，占
比超过70%。违规行为包括违规发放
贷款、信贷资金被挪用、贷款“三查”未
尽职、贷前调查不尽职、贷后管理不到
位、违规发放贷款、信贷管理不到位等。

百万级罚单中“涉贷”罚单也频频
出现。例如，1月4日，一股份制银行新
乡分行因贷款“三查”严重不尽职被处
以300万元罚款；1月26日，一地方性农
商行领 4410万元罚单，违规事由中就
包括贷款五级分类不准确、流动性资金
贷款被挪用、房地产贷款管理严重不审
慎等。

巨额处罚之下信贷违规为何屡禁
不止？ 周茂华表示，这首先是由于少
数银行内部治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业
务规范化有待加强；其次，有部分业务
员合规意识与综合业务素质有待进一
步提升以及受部分房地产融资“高收
益”驱动等影响。

加大信用卡违规查处

在信贷违规惩治力度不减的同时，
部分地区也开始加大对银行信用卡违
规行为的查处。例如，一家国有大行海
南省分行就因信用卡申请人资信调查
流于形式、信用卡审批不审慎、信用卡
异常交易监测不到位、信用卡发卡操作
不规范等6项违规事由被罚195万元。
另一家国有大行泉州分行因信用卡购
车分期业务内部控制不健全，风险管理

不到位；案件信息报送不及时合计被处
80万元罚款。

“从以往案例看，信用卡在满足消
费者需求、促进消费与内需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但整体还是存在一些不足。”
周茂华分析表示，例如，少数银行发卡
过分强调数量、规模扩张，过度营销，费
用及规则不够透明，客户投诉较多，信
用卡日常风险管理不足，部分信用卡存
在资金违规使用，滋生风险隐患等。部
分地区开始加大银行信用卡违规处罚
力度释放未来信用卡需要转向规范、健
康发展，引导金融机构精细化管理，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效防范潜在金融
风险等。

而为引导银行信用卡业务由粗放
式向精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2021年
12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
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针对部分银行信用卡授信管控不审慎、
过度授信、息费披露不清晰等问题。《征
求意见稿》要求银行合理设置单一客户
信用卡总授信额度上限。在授信审批
和调整授信额度时，应当扣减客户累计
已获其他机构信用卡授信额度，防范跨
行不合理叠加授信。此外，还应当明确

分期业务最低起始金额和最高金额上
限，不得通过诱导过度使用分期增加客
户息费负担。

“双罚”问责落实到人

化解金融风险一直是监管永恒不
变的主题，2022年首月，监管部门严格
落实“双罚制”，在追究机构责任的同
时，也加大对违法责任人员处罚。例
如，因贷款支付管理不到位，固定资产
贷款贷前调查、贷款审查未尽职一政策
性银行福建省分行被处100元罚款，与
此同时相关责任人员也分别被给予警
告或并处5万元罚款；因授信审批不审
慎，一地方性银行被罚50万元，相关责
任人员也分别受到10万元、5万元、警
告等处罚。

金乐函数分析师廖鹤凯认为，落实
“双罚制”的原因是单纯追究机构责任
不足以遏制违规行为的发生，在追究机
构责任的同时，加大对违法责任人员处
罚，对事也对人，可以更好地遏制违法
违规行为的发生，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
比对机构的处罚在某些具体的违规事
项上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效。

“监管部门不断加大对金融违法违
规行为的处罚力度，向市场释放出严格
整治市场乱象、维护金融稳定的强烈信
号。”在资深金融监管政策专家周毅钦
看来，近年来，无论是单笔大额罚单金
额、双罚频率、个人罚单等方面，均是有
增无减。不断加码的监管罚单体现了
监管处罚的权威，有利于维护金融市场
秩序，防控金融风险。

在现有趋势下，未来银行监管处罚
的重点又将集中在哪些领域？周茂华
认为，从目前银行业的业务结构看，未
来信贷、信用卡等业务仍是监管的重点
领域；从规范银行金融业务发展的角
度，未来银行内部治理等方面也是监管
的重点领域。

“存量大的信贷业务在未来较长时
间还是处罚的重点，其他领域未来或许
在基金、保险销售环节的处罚会较为集
中。”廖鹤凯说道。 （宋亦桐 李海颜）

银行业2022年“1号罚单”出炉
合计罚没2.04亿元，信贷违规仍是“重灾区”

资料图片（图文无关）

2月8日，工人在特许生产商的车间里忙碌。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近日引爆购买潮，导致“一墩难求”。位于江

苏省启东市的一家特许生产商加紧开工生产，保障冬奥会特许商品的供应，努
力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 摄

加紧生产“冰墩墩”

2月 7日，河南省焦作市温县产业集聚区一家食品企业的职工在生产
线上忙碌。

当日是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地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有序开工，迎来新春“开门红”。 新华社发（徐宏星摄）

节后企业开工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