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利明：如何评价和改进银

行的整体声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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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利明 

根据“声誉风险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不同利益相关者对银行的评价

决定了其声誉状况。任何银行，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及监管机构、

投资者、客户和员工四类，它们分别从不同视角看待银行的声誉并作出相

应反应或行动，由于它们的视角不同，对于银行的评价也会有所不同，从

它们的行动中就能够看出。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评价，中国的银行与欧美大型银行的声誉状况表现

出惊人的一致——在政府及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看来，银行的声誉不佳，这

分别体现为监管机构对银行的频频处罚和资本市场上银行的低估值；而客

户和员工对于银行的声誉都很认可，这分别体现为银行的存贷款规模稳步

上升，经营状况和盈利水平一直不错，以及银行业的薪酬待遇处于社会高

水平，对于一流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 

因此，改进提升银行的声誉状况，核心在于提升政府及监管机构和投

资者的评价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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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政府及监管机构的视角：罚款情况 

就欧美的监管机构而言，除去日常的一些“小额”处罚外，对金融机

构的巨额罚单屡见不鲜：2021 年 10 月，瑞士信贷因受贿放贷丑闻项美国、

英国和瑞士监管机构支付总额约 4.75 亿美元的罚金；2021 年 7 月，汇丰

因为对反洗钱活动的监督不力，被一些贩毒集团通过汇丰银行进行洗钱活

动，最终被美国联邦法院裁定缴纳约 19 亿美元的罚金；2016 年 9 月，富

国银行因账户造假丑闻向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支付了 1.85 亿美元罚款；

2013 年 9 月，美国和英国的监管机构因摩根大通“伦敦鲸”事件而对其做

出 9.2 亿美元的罚款；2012 年，瑞士银行因为操纵 libor 丑闻而被英国、

美国和瑞士监管机构罚款达 15 亿美元，多家欧美银行都被处以巨额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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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美监管机构对于大型银行的合规经营、风险

管理水平和反洗钱状况等评价不高。 

近年来，中国的金融监管也从风险监管为主向风险监管与合规监管并

重转变，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金融管理和监管机

构加大了对银行的处罚力度，不夸张的说，所有的银行、全国性银行的所

有分行都受到过监管行政处罚，处罚事项包括违反审慎经营原则、风险管

理不到位、信息保护不足、反洗钱不到位等等。从 2017 年以来，对单一

银行最高超过 7 亿元的巨额罚单也开始出现。同时，过去几年来监管机构

对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支持制造业、支持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抗疫

等方面提出了很多要求，这也表明了政府和监管机构对于银行在贯彻落实

国家发展战略、支持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并不十分满意。 

基于投资者的视角：估值水平 

就资本市场表现而言，银行的低估值是一个全球现象。 

欧美银行业的估值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根据 7 月 25 日收盘价计算，

摩根大通的市净率是 1.18，市盈率是 8.67；美国银行是 1.01 和 7.67；富

国银行是 0.93 和 9.34；花旗集团只是 0.51 和 6.06；汇丰银行是 0.66 和

11.22；高盛也仅有 0.94 和 6.88，摩根士丹利是 1.40 和 10.65，这就意味

着这些欧美金融巨头的“在资本市场的声誉资本价值”较低，甚至为负数。 

国内银行的估值水平和欧美银行相差无几，在 A 股上市银行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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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44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