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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管动态 

（一）银保监会试行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办法 

为健全消费金融公司风险监管制度体系，强化分类监管，推动消费金

融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近日，银保监会发布《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共五章二十五条，主要包括总则、评级要素与评级方法、评

级程序、评级结果运用、附则五部分，从总体上对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

工作作出安排。一是设定监管评级要素和方法。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要

素共五项：公司治理与内控、资本管理、风险管理、专业服务质量、信息

科技管理，各部分权重占比分别为 28%、12%、35%、15%、10%。二是

明确监管评级操作程序。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评级分为银保监会派出机构初

评、银保监会复核、反馈监管评级结果、档案归集等环节。评级工作原则

上应于每年 4 月底前完成。三是强化监管评级结果运用。监管评级结果分

为 1级、2级（A、B）、3级（A、B）、4级和 5级。评级结果数值越大表

明机构风险越大，需要越高程度的监管关注。监管评级结果是监管部门衡

量公司经营状况、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程度，以及制定监管规划、配置监

管资源、采取监管措施的重要依据，也是实施消费金融公司市场准入事项

的参考因素。 

《办法》的发布和实施，进一步完善了消费金融公司监管规制，为强

化分类监管提供了制度支撑，有利于提升监管工作效能，引导消费金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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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强化风险防控，发挥特色功能，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更好地服务实

体经济。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根据《办法》规定，不同监管评级的消费金融公司将会受到监管部门

采取的不同监管措施，其中 5 级公司可能面临退出市场的处理。随着消费

金融行业规模的不断增长，监管评级办法的确立将有效提升监管效率，有

利于推动高风险金融机构逐渐出清，同时引导消费金融公司自身强化防控，

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二）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人身保险公司监管主体职责改革方案》 

为进一步强化人身保险监管工作，统筹监管资源，提升监管效能，推

动简政放权，日前银保监会发布了《人身保险公司监管主体职责改革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监管主体职责改革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围绕党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总

体部署，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精神要求，依据“统

一规制、明确职责、事权分级、失职问责”的基本原则，对监管对象、监

管职责进行了划分，并提出了相关工作要求。 

关于监管对象划分，综合考虑公司系统重要性、资产规模、风险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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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标，将 91家人身保险公司划分为银保监会直接监管和银保监局属地监

管两类。其中，银保监会直接监管公司 39 家，银保监局属地监管公司 52

家。 

关于监管职责分工，银保监会统筹整体监管政策；银保监会、银保监

局分别承担直接监管公司和属地监管公司的行政许可事项、日常监管职责。 

关于工作要求，为确保监管主体职责改革工作顺利推进，银保监局有

效承接，《方案》提出了三点工作要求：一是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有效承接。

二是完善制度流程，统一监管标准。三是健全协调机制，加强上下联动。 

《方案》中同时明确，印发后，属地监管公司注册地发生变更的，根

据注册地对银保监局监管权责进行调整。银保监会可结合工作需要，对直

接监管公司和属地监管公司的范围以及相关监管事权划分进行必要调整。 

《方案》的印发是银保监会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重要改

革举措，对落实监管主体责任、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

银保监会将继续深入推进监管改革，持续加大人身保险公司监管力度，采

取有效措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人身保险扩面提质，稳健发展。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2020年 7月 21日，银保监会曾下发《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监

管主体职责改革方案》，划分银保监会直接监管和银保监局属地监管两类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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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再保险公司。随着监管改革的不断深入，简政放权举措及其框架更加

成熟。此次《方案》的发布，进一步完善巩固了有关部门在强化退出机制、

明细监管职责等方面的规定，将有助于降低保险机构创新成本及监管部门

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率，对于产品创新的市场活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监管评级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机构监管和分类监管，促进保险

资产管理行业合规稳健经营和高质量发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近日

银保监会发布《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监管评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共五章二十三条，包括：总则、评级要素与评级方法、组织

实施、评级结果与分类监管和附则。主要内容：一是明确评级要素。监管

评级主要从公司治理与内控、资产管理能力、全面风险管理、交易与运营

保障、信息披露等五个维度指标对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综合评分。二是

明确评级方法。评分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以“赋分制”打分，

满分为 100 分，五个维度指标分别为 20 分、30 分、25 分、15 分和 10

分。同时，监管机构在监管评级得分的基础上，结合日常监管情况，按照

调整项明细对评级情况进行修正，形成监管评级结果。三是规定组织实施

程序。明确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监管评级周期为一年，并规定了公司自评

估、监管复核评价、反馈评级结果和档案归集等评级程序和工作要求。四

是加强评级结果使用。根据监管评级结果，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划分为 A、

B、C、D四类机构，明确分类结果是衡量公司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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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主要依据。对于不同类型机构，监管机构将在市场准入、业务范围、

产品创新、现场检查等方面采取差异化的监管措施。此外，《办法》设置了

一年的试运行期，引导行业对照评价指标做好评级准备工作。 

建立实施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监管评级制度，是健全完善保险资产管理

公司机构监管体系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实现分类监管，丰富机构监管的工

具箱，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升监管效率；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推动保

险资产管理公司主动对标行业最佳实践，强化合规经营意识，增强内生发

展动力；有利于强化监管导向，促进保险资产管理行业专注主业和特色，

优化业务结构，支持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重大战

略质效。 

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加强评级结果与监管政策衔接，确保监管评级结

果发挥实效，分类监管措施切实落地。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近年来，我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务蓬勃发展，金融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

但同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在机构性质、管理风格、受托规模等方面差异

化特征明显，亟需采取差异化措施进行监管。《办法》的发布以风险为导向，

从监管角度来看，有助于明确监管重点，从相关企业角度来看，则形成正

向激励，促进企业不断提升大类资产配置与投资管理、风险管理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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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行业更加健康、规范发展。 

二、观点聚焦 

（一）阮健弘：三大因素推动M1增速上升 

1月 15日，国新办举行 2020年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

2020年末，狭义货币M1的余额是 62.56万亿元，同比增长 8.6%，这个

增速是比 2019年高 4.2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表示，单位活期存

款是M1里的主体，占M1的九成比重，是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根据人民

银行建设的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逐笔采集的单位存款情况来看，2020 年

M1增速上升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这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显现。在稳

企业、保就业的结构性政策支持下，传统的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得到了大

量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支持稳定了企业现金流，推动了企业活期存款增

加较快。11月末，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活期存款同比增速 16.5%，新增额

占全部单位活期存款的比重是 30%。 

第二，一些行业获得了比较多的资金支持，但是由于项目还没有全部

实施，所以形成了一定的资金沉淀。从数据上看，公共管理、商务租赁等

行业在新增的单位活期存款中占比不低。这些行业有些项目的筹资和投资

之间有一定的时间差，所以出现了资金的暂时停留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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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2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