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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保险监管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运用及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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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保险监管 行政处罚 内部控制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法律赋予保险监管机构行政处罚裁量权在于实现保险监管机构依法行政，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

的目标。但实际工作中，还存在着诸如行政处罚体制不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欠缺、有关专项现场检查的红头文件等

制约保险监管行政处罚裁量权正确运用的因素，需要通过建立查处绝对分离的工作机制、出台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完

善行政处罚程序中的说明理由制度等措施加以解决，以推进保监会系统行政处罚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 

    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在现代社会，裁量作为公共行政的典型特征，已经完全渗透到行政法领域的每一

个角落，从而构成了行政法的最核心部分。很大程度上讲，现代公共行政的生命就在于裁量。”（周佑勇：《行政裁

量治理研究：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行政机关应当“坚持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

一”，而政府能否真正做到依法行政，最终取决于行政裁量权的运用。行政处罚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保险监管领域，行政处罚裁量权是指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在实施行政处罚时，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结合违

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在法定权限内自行判断是否给予行政处罚、给予何种行政处罚以及处罚幅度的

权力。行政处罚裁量能够使保险监管机构根据客观情势，权衡轻重，灵活运用，在法定范围内作出合法、合理的行政

处罚，实现依法行政，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行政管理目标。不容忽视的是，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一些

制约保险监管行政处罚裁量权正确运用的因素，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以进一步推进整个保监会系统处罚工作的科

学化、规范化。 

  一、保险监管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样态分析 

  保险监管行政处罚裁量权有其合理性，原因在于：首先，保险市场存在的违法行为所涉内容广泛，情况复杂，法

律、法规不可能对所有情况下的行政处罚都规定得明确具体，详尽无遗；其次，保险监管的专业性、地域性、技术性

很强，法律、法规不应对行政处罚作过于僵化的硬性规定而影响监管机构解决、处理问题的效率。根据《行政处罚

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保险监管机构在实施行政处罚时，裁量权的样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择行为方式的裁量权 

  行政机关在选择具体行政行为方式上，有作为和不作为的裁量权，行政机关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自主决定

是否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如《行政处罚法》第27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对于什么是“违法行为轻微、没有危害后果”，法律、法规均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也没有执行标准，

所以违法行为发生后，是否作出行政处罚都由执法人员自由裁量。再如《保险法》第179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情节严重的，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可以禁止有关责任人员一定期限直至终身进入保险业。”既然该

条规定了“可以”，那么保监会对于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责任人可自行决定是否禁止当事人一定期限直至

终身进入保险业。 

  （二）处罚种类选择的裁量权 

  在保险监管行政处罚中，选择处罚种类普遍存在。《保险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包含的处罚种类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限制业务范围、责任撤换、禁止进入保险业等。在个案处理中，当

上述法律、规章对某一违法违规行为可以选择处以一种或者几种类型的处罚时，选择哪种或者哪几种处罚种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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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机构有裁量权。《保险法》第174条规定：“个人保险代理人违反本法规定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吊销其资格证书。”这里，

法律就赋予保险监管机构选择处罚种类的裁量权，既可以单处警告，也可以给予警告并处罚款。 

  （三）处罚幅度的裁量权 

  这种情况最为普遍，只要涉及罚款处罚，几乎所有的有关保险监管的罚则都规定了罚款的幅度和范围。如《保险

法》第159条就规定了罚款的下限和上限，即“违反本法规定，擅自设立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或者非法经营

商业保险业务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

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二十万元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又如《保险专业代理机构监管规定》第

83条就只规定了罚款的下限，即“保险专业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开展保险代理业务过程中利用执行保险代理业务

之便牟取非法利益的，由中国保监会给予警告，处1万元以下罚款。”由于行政裁量权的弹力性，保险监管机构在实

施行政处罚时就有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只要处罚决定不超出法定幅度，那么该行政行为就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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