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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中资银行出海再遭巨额罚单！ 

银保监会发文强化合规管理，反洗钱、制裁合规成重点 

 

随着中资银行在境外设点布局越来越多，日常运营合规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前几年频频发生的大行被境外监管机构开出巨额罚单就是最好的证明。 

1 月 22 日，为推动在境外设有经营性机构的中资商业银行进一步优化集团

合规管理体系，健全跨境合规管理机制，提高跨境合规管理有效性，实现境外机

构安全稳健运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合规管理长效

机制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要求，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合规管理应当坚持制度约束与文

化培育相结合，适当性与实操性相结合，内生驱动与外部监督相统一，总部引领

和境外机构践行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健全合规责任机制。要求从公司治理和内部

控制着手，明确各层级机构、各条线部门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合规管理责任，落实

问题整改责任，严格违规问责。境外设有经营性机构的政策性银行、境外设有保

险类分支机构的中资保险机构参照本指导意见执行。 

根据《指导意见》安排，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应将中资商业银行境外机构

合规管理情况纳入监管评级体系。提高对境外重要性实体的监管关注，加大对业

务复杂程度较高和合规压力较大的境外机构合规风险监测力度。加强对国别风险、

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重点领域的监管。 

反洗钱、制裁合规等八大领域成合规重点 

《指导意见》共 7 个部分、25 条，主要从健全合规责任机制、优化合规管

控机制、改进合规履职机制、强化合规保障机制、完善跨境监管机制等方面明确

公司治理机制和人员考核激励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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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在健全合规责任机制方面，《指导意见》要求明确各层级主要负

责人的责任，如董事会应审议批准和监督集团合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经营活

动的合规性负最终责任。总部主要负责人应承担集团合规管理的首要责任。各业

务条线和境外机构主要负责人应承担本条线和本机构合规经营的首要责任。 

明确总部各部门条线管理和监督责任。总部应指定相关管理部门或设立专门

团队牵头负责境外机构合规管理，统筹协调各业务条线管理部门加大对境外机构

的合规培训、指导力度。各业务条线管理部门承担本条线合规经营的主要管理责

任,按照有关权限对境外机构开展检查。内部审计部门应承担境外合规管理适当

性和有效性的审计评价责任。 

与此同时，《指导意见》要求，总部应指导境外机构加快制定完善违规问责

处理办法，明确问责依据、标准和流程。 

在优化合规管控机制方面，《指导意见》要求健全合规制度流程。总部及境

外机构应充分了解东道国（地区）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认真梳理、更新和优化

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制裁合规、消费者保护、网络安全、外包管理、

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等八大重点领域的制度，明确操作流程和关键控制点，加强

对金融犯罪防范的统筹管理，实现合规管理对业务领域、操作流程的全覆盖。 

《指导意见》不仅对业务的合规机制和流程进行规范，也对人员考核激励明

确了相应要求。比如，根据要求，在总部高级管理层中明确合规负责人，明确合

规负责人不得分管业务条线，其合规管理职责与其承担的任何其他职责间不应存

在利益冲突。充分保障境外机构合规官履职独立性。 

境外机构应建立明确有效的诚信举报机制，员工应有权向本级机构管理层和

上级机构举报合规问题线索，并得到充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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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总部应在各级机构、业务部门及其管理人员绩效考核中赋予合规管理

指标较高权重，强化对境外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

扣回管理。 

“合规”高频率出现，四大行均曾在海外遭罚 

从上述要求可以看出，《指导意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合规”。 

对中资银行在境外设点布局来说，“吃透”并严格遵守所在国（地区）的法律

法规和监管要求是顺利开展业务的首要前提，尤其是过去中资银行主要在欧美等

发达地区布局，发达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又尤为严格，中资银行在此之前

并没有少吃亏。 

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不断有中资银行在海外因违反当地反洗钱监管规定而吃

下巨额罚单，给中资银行在业务合规操作方面敲响了警钟，反洗钱力度也提升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中资银行“出海”的主力军，四大国有银行无一幸免都在海外因违反反洗

钱规定而被调查，甚至遭遇巨额罚款。 

2016 年 2 月，西班牙警方以工行马德里分行对涉嫌洗钱的资金监管不力为

由，对该分行进行搜查，5 名该分行领导及部门负责人被移送至警察局接受调查。 

2016 年 11 月，农行纽约分行因违反反洗钱合规要求被纽约监管部门处以

2.15 亿美元罚款，这是第一家因洗钱被处罚金的中资银行海外分行。 

2017 年初，中行米兰分行涉嫌洗钱案尘埃落地，中行与意大利当局达成庭

外和解，中行支付 60 万欧元罚金，米兰分行 4 名职员因违反反洗钱规定被法院

判处两年缓刑。 

进入 2018 年，南非央行 2 月公告称，在一次检查中，发现建行南非分行反

洗钱和反恐怖活动融资的措施存在不足，建行南非分行被处以 7500 万南非兰特

（约 3911 万人民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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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发达国家对银行违反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处罚力度是非常严格的，

这不单单针对中资银行，而是所有在当地开展业务的各类银行。对中资银行来说，

海外分行一年经营所贡献的利润有限，但有的时候却会因为一张巨额罚单’吃掉’

五六年积累下来的利润，所以，合规经营至关重要。”北京一外资行人士对券商

中国记者表示。 

合规成本上升，中资银行海外机构进入整合期 

实际上，近几年来，中资银行境外机构的合规意识逐渐增强。由于不同国家

（地区）对当地银行业的法律、监管要求不一样，对中资银行来说，为了符合各

国的要求，合规成本也在不断提升。 

一大行数据中心人士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各国现在对网络安全、数据保护

非常重视，不同国家对于银行账户交易信息的传输有着不同的要求，比如有的国

家尽管允许当地外资行分支行将账户交易信息传输回母行集中处理，但要求账户

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密；有的国家则不允许当地的账户交易信息传回母行处理，

每个国家的要求都要遵守，就需要设置不同的应对方案，有些业务甚至是按照最

严要求统一操作。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合规成本高企所需要的集约化管理等诉求，中资银行近

两年海外布局出现一个新趋势——在经历了过去数年广泛设点布局的成长期后，

部分银行开始进入机构整合期。 

中行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2017 年以来，该行就深入推进海外重点区域的

机构整合，继中行马来西亚分行、泰国子行重组之后，去年至今完成了中行在印

尼、柬埔寨、菲律宾和越南资产及银行业务的重组工作，持续推进客户共享、业

务合作和集约管理，东南亚地区经营的协同效应初步显现。下一步，中行将继续

完善区域化管理方式，推进欧非地区、美洲地区的机构整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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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行长王祖继在去年初举行的 2017 年业绩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建行

在海外分支机构的布局已经可以满足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也可满足建行自身发

展的需要，因此对下一步拓展海外业务布局持审慎态度。目前的策略是以服务国

家“走出去”战略为宗旨，在现有机构规模上，把已设机构的职能进一步发挥好。 

（来源：券商中国。转引自：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时间：2019 年 1 月 23 日。网

址：http://www.ccamls.org/newsdetail.php?did=34577。2019 年 1 月 29 日 09:19 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