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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式”风控体系

“中信式”标准化风控样本 作为68家信托公司中的绝对龙头，中信信托的风险管
理体系，也是诸多同业参考的标准主流化样本。 在中信信托的体系下，一单完整业
务基本的评审流程包括项目的业务初审、预沟通、中后台部门平行审核、信托业务
审查委员会评审、公司领导逐级审批及向监管机关报告等环节，具体的流程分这样
几步完成：

1、在某业务受理后，要先送审“立项会”。

2、在充分尽职调查后，由主办部门发起报文。 

3、由中后台会签审查后便进入“预沟通会”，在预沟通会上认为存在较多问题的
项目，要求业务部门进行改进。通过的业务方案，则根据业务的风险水平、创新特
点，经公司风险合规分管领导与风险管理部、合规管理部、业务部门商定后，决定
是否进入信托业务审查委员会审核环节。

4、正式进入“评审会”程序，信托业务审查委员会根据评审结果，出具“同意办
理业务“、“有条件办理业务”或“不同意办理业务”的评审意见。对于“有条件
办理业务”的项目，由业务主办部门落实相关条件后才能通过审批。 

5、上述流程均通过的项目则继续由管理层进行审批。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有些项
目已经过会，但在签报过程中被管理层质疑进而一票否决的情况理论上也可能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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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部分标准化项目，一般也不再进行公开评审，预沟通会之后便可直接进入“签
报”流程。其中，立项会与预沟通会参与的主体类似，主要包括业务主办部门、风
险管理部与合规管理部相关负责人，分管风险的副总经理王道远多数也都会参加。
而评审会则是公开进行，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主持，前中后台部门负责人及业务骨
干随机抽选担任评审委员，对风险较高的业务和创新型业务进行集体审议。信托业
务审查委员会委员每年指定一次，包含前台和后台各类部门高级经理以上级别人员
。 

从整个风险管理体系层面来看，中信信托实行的“嵌入式”风险管理模式，使风险
管理活动融入到公司开展各项业务的全过程中，让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决策
、风险监测、风险处置五个环节形成一个紧密的管理闭环，也是目前业内普遍认可
的风险控制理念。 

平安“工厂式”审批流程

平安的风控体系，在68家信托公司中有着极高的特殊性和辨识度，归其最核心的特
点，即为建立在一套极其细化的“定性+定量”方法论体系基础上，将风险控制的
整个链条，打造成“工厂式”的标准化、批量化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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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套流程里，参照内部数据库对交易对手的评级等量化指标，平安信托的大部分
业务都能够模式化的执行匹配的交易结构、定价方案、审批流程等，其目的就是提
高审批效率与专业度。而这一切，也与公司本身的“流水线作业”模式和“螺丝钉
”文化一脉相承，形成了典型的“平安模式”风控。 

这套特立独行风险管理系统的缔造者叫做顾攀，目前是平安信托首席风险执行官。
在加入平安信托前，顾攀是摩根大通风险管理部的副总经理，专业背景是计算机系
统工程博士。

2009年进入信托业后，顾攀便将国外银行业普遍施行的风险量化方法带到了平安。
在目前平安的风控体系下，一单业务基本的审批流程是这样的： 

第一步，业务部门在准备好项目的简单材料后，就要与风控部门进行预沟通，由其
考察可行性，平安内部的尽职调查和评级工作也多在这一阶段开展进行，相当于一
个非正式立项的过程，通过后，再正式发起立项； 

第二步，立项过程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类被认为风险系数较低，或运作模式较为成
熟的业务，可直接走“立项签报”流程；而其他业务，则需要通过“立项会”步骤
，待由包括董事长童恺与首席风险执行官顾攀在内的几位负责人认可后，才能进入
“立项签报”； 

第三步，立项完成后，则开始进行“外部采购”，即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外部尽调
机构，再进入企业就法律、财务、评估等多个维度开展尽职调查，并出具外部尽调
报告； 

第四步，由外部机构与风控、法务、财务约定召开尽调沟通会，再由风控部门就尽
调结果出具尽调审批意见； 

第五步，根据项目的进展情况，部分业务可直接进入“决策层签报”，而其他则仍
需要进入“二审会”流程。在“二审会”上，童恺、顾攀等平安信托高层依旧列席
，当然，风控、法务、财务等相关部门也被要求参加。“二审会”也是一单业务能
否最终落地的关键流程，由董事长童恺亲自扮演“主审”角色，如通过，即可进入
“决策层签报”，项目正式进入实质性操作环节。 

上述流程完成后，意味着与交易对手的合作基本敲定。此后，一般双方会先签署一
个框架协议，落实项目要素、风控要件等内容，此基础上再就项目端一系列合同签
署进行沟通，直至草拟和最终完成。 

还原“平安模式”业务审批流程核心量化指标：交易对手内部评级上述流程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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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托团队在操作业务时，都只需要按照模式执行既有流程。已经有过长久合作、
交易模式操作成熟或被认为风险系数较低的业务，更是可以一路“签报”，免去上
会流程。 

风险控制流程化、批量化的显著优点有两项，一是集中管理，可大大降低操作风险
和从业人员的寻租空间；二是提高整体业务审批的运行效率。而相对负面的影响在
于，对首次与平安信托接触的合作方业务来说，前期流程冗繁而且严苛，并耗费大
量的人力物力。 

当然，这种系统也具有明显的“前松后紧”特征，一旦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后
续的业务运转便非常高效，例如某些大型地产集团，其地方项目公司与平安的合作
在不超过限额和集中度控制等要求的前提下，每笔业务几乎都可以简单复制完成，
且采取最快的审批通道。 

而能够实现上述标准化流程的基础，是平安已经形成的一套完整的风险量化体系，
简单而言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庞大的交易对手评级数据库；二是以巴塞尔协议
Ⅱ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风险计量方法。这套平安信托内部的评级系统目前已建立起包
括商业银行、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煤炭等十个领域模型。基础数据来自过去五
年公司积累的上千家交易对手的财务资料、运营情况、风险特征等，参照从穆迪和
标普等国际评级机构采购的模型，每年为几百个新增企业进行评级，包括定性和定
量双重指标。 

在这套评级系统下，业务团队可以直接以不同业务信用级别对应不同的业务门槛限
制、信用额度限制以及交易对手集中度限制等，也可以根据风险与收益匹配原理，
通过评级结果指导业务风险定价。 

另外，就组织架构而言，目前，属于平安信托风险管理系统的主要是两个部门，一
是投资评估部，二是风险管理部。风险管理部负责制定公司整体以及各产品的风控
政策，负责识别、量化、监控公司整体及各产品的各项风险指标，向管理层汇报，
并提供风险缓释建议。上述交易对手的内部评级工作也由该部门中专门团队完成。
投资评估部则负责公司PE、物业、基建、财富等几个专门条线业务的审批，分析业
务的风险及收益，并根据分析向公司决策层提供是否开展业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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