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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合规创造价值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传统观点认为，合规消耗成本，企业特别是初创期的企业不应该在合规管理上有更多投入。但是越

认识到，合规风险管理是企业运作核心支柱之一，合规不仅仅是一种负担和成本，本身也是一种

险行业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合规管理更为重要，保险公司更应形成“合规创造价值”的经营

保监会下发的《保险公司合规管理指引》第4条指出：“保险公司应该推行主动合规、合规创造价

笔者认为，保险行业领域合规创造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防止因违规遭受处罚，避免各类损失 

  与一般企业不同，保险行业是社会公众行业，属于严格监管的金融行业。中国保监会以及派出机

法》、《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定，对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产品管理、销

偿付能力、资金运用等均进行严格监管。对违规保险机构和相关人员，保险监管部门可以采取相

括监管谈话、责令改正、警告、罚款、撤换人员、停止原有业务、停止接受新业务、吊销许可证

职资格以及行业禁止等。触犯刑法的，则可以移交司法部门。保险公司一旦被处罚，违规成本极

失和声誉损失，有的公司业务发展因此陷入困顿，极端的被停业整顿甚至退出市场。近年来，这类

  建立流程顺畅、运行高效的内控体系 

  企业管理实践中，公司治理结构混乱、规章制度冲突、流程错乱、职责不清、问责无门等现

类企业往往沟通成本高、执行能力差、运行效率低、经营效益差、生命力短暂。 

  合规管理是保险公司实施有效内部控制的基础性工作。《保险公司合规管理指引》第14条指出：

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是合规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由此看来，保险公司合规工作的一项重要内

程、内控制度等进行清理、整合、评估、修订和完善，防止因制度冲突造成执行困扰和不便，降低公司

本，促使公司逐渐搭建起流程顺畅、运行高效的内控体系，并进而提高公司经营效率，促进公司

  另外，通过合规管理工作，保险公司各层级员工岗位职责明确、报告路线清晰、问责渠道顺畅

各级管理人员减少工作失误或渎职等违纪、违规、违法发生，有效维护公司整体利益。 

  构建良好企业文化 

  美国货币监理署代理署长朱莉·威廉姆斯指出：“世上所有的公司委员会、交叉检查和管理

糕的企业价值和道德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历史经验充分证明，一家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一定是以良好的企

为塔基的。 

  企业文化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以员工日常工作行为和经营品质表现出来。为此，优秀的企业为

化，往往孜孜不倦地通过各类方式培养员工诚信、正直品质，构建良性互动、有效沟通的上下级关

任、和谐相处的文化氛围。 

  《保险公司合规管理指引》第4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倡导和培育良好合规文化，并将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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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合规经营，是保险公司作为社会公民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要求，合

险公司企业文化的核心特征。保险公司特别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首先守法合规，主动合规，方能率先垂范、上行下

效，进而正面影响员工行为和心态，强力塑造员工守信、专业、用心的良好品格和价值观，同时带动

此，良好的企业文化形成自是必然。 

  有效借助相关规定，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有人错误地认为，合规管理与公司业务发展呈现为矛盾状态，合规检查、评估、问责等往往

有负面影响。笔者认为，现代意义合规管理工作已非静态、被动和单纯风险审查，主动研究相关

公司业务发展提供合规支持是现代合规管理的应尽职责。 

  其一，由于对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比较熟悉，合规人员可以通过对相关监管规定和监督政策

评估、跟踪等，对公司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规划提供合规风险意见和建议，协助公司搭建符合公司

求的理想发展规划。 

  其二，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在提出风险管理要求同时往往蕴涵着业务发展的机会。优秀的合

布的最新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中，分析监管动向和思路，为公司既有业务发展规范提供建议，为

产品、新渠道等)发展提供环境分析。 

  其三，在研判具体业务发展思路时，合规人员可以与业务部门联合探讨业务发展具体监管环

和最佳发展路线中寻求最好平衡点，防止因对监管规定的不熟悉出现走弯路、走回头路现象，避免

生。 

 

 上一篇：关于交强险法律适用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下)

 下一篇：加快农村小额保险发展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