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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学者管理科学与工程协会( CSAMSE) 是一个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海内外学者组成的

学术团体，致力于促进管理科学在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的交流、推动管理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发展． 经

过近十年的努力，CSAMSE 学术年会已成为共商中国管理实践最新发展、紧随管理科学研究国际前沿的

代表性系列会议． 2017 年 7 月，CSAMSE 第十次国际年会在广州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举行，本次年会的主

题是“管理创新跨界与融合”，旨在以创新思维探讨不同管理学科领域及其与产业界的跨界与融合． 经

CSAMSE 创始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终身讲席教授陈方若教授倡议和积极推动，在本次年会上

首度评选“管理科学实践奖( management science practice award) ”，以期推动中国管理科学的理论研究与

中国管理实践的密切结合． 经过由海内外管理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组成的评奖委员会的通讯和现场答辩

两级评审，南京大学李心丹教授团队的“基于金融服务业流程再造的合规和操作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

研究”被授予该实践奖第一名． 评审专家认为，这一研究成果扎根于研究团队多年深入中国的中小银行

一线管理实践及其数据基础，不仅在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方面上有新的学术贡献，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

有效地帮助了这些金融机构提升了其解决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体现出可观的实际

效果． 相关成果以论文形式展示在本期《管理科学学报》中，以飨读者．

流程、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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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研究中“违规活动—操作风险—信用风险”风险链条尚未得到足够重

视． 巴塞尔委员会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下的众多风险是分层次的，最底层是合规与操作风险，合

规与操作风险做到位能极大降低其他风险发生的概率． 以往由于缺少数据支撑，信用风险的合

规与操作风险动因无法建立，本文基于“流程—节点—风险点—控制措施—违规事件”关联模

型，建立了合规与操作风险的动因库和损失数据库，并在理论上对风险链条上的风险传递关系

进行初步探索． 首先基于流程对合规与操作风险动因进行解析，寻找深层次的人员违规和操作

风险动因; 其次，探讨了金融机构如何通过业务流程再造改善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 最后是基

于流程的操作风险量化建模． 基于实践，总结提炼了“三位一体”的金融机构合规与操作风险

管理模式，包含理论基础、信息系统和保障机制，该模式在诸多金融机构中得到运用，并取得显

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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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外银行界频频发

生重大操作风险事件( 如著名的巴林银行事件) ，

对银行的持续稳健经营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为

此，新巴塞尔协议在继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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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操作风险也纳入银行资本监管框架． 同时，由于

很多操作风险还会溯源至违规行为，国际金融界

近年来在汲取大量银行案件的教训后，进一步通

过强调银行经营活动的“合规”性来强化对银行

操作风险的基础管理． 为此，巴塞尔委员会 2005
年发布了《合规与银行内部合规部门》的指引，试

图敦促商业银行建立起有效的合规政策和程序，

指导银行管理层采取适当措施纠正违规行为． 证

券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也开始重视合规管理［1］．
根据中国银监会披露数据，中国商业银行的平均

不良资产率在 2014 年到 2016 年间持续上升，并

至今保持在 1． 5% 以上; 本文作者研究团队通过

对已经积累的中小银行不良资产责任认定数据的

统计发现，不良贷款产生有近 70% ～ 80% 比例是

由于内部人员有章不循、违规操作、内部流程设计

不完善或者执行不到位所致． 为此，围绕“违规活

动—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已经呈现出一个明显

的银行风险链条，值得密切关注．
目前学术界已经在信用风险管理上做了大量

探索，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于不同损失分布假设下

的信用风险计量和数学建模． 操作风险研究方面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大部分研究是围绕操

作风险度量建模展开，模型检验主要采用的数据

是媒体公开披露的操作风险事件［2，3］． 学者研究

合规问题主要是基于巴塞尔协议经济后果的研

究［4，5］． 近年来以 Cohn 等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人

的行为因素探讨银行内部的欺诈问题［6，7］． 现有

研究对银行合规问题内在动因、内部运作机理以

及合规问题管控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基本

处于空白状态．“违规活动—操作风险—信用风

险”这一风险链条的建立为深化信用风险研究提

供一个新的视角． 已有研究为合规管理、操作风险

和信用风险独立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对三

者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研究还关注不够． 其中最

主要原因在于处于链条核心环节的操作风险研究

一直没有很大突破． 操作风险研究的主要难点在

于内部操作风险数据缺失． 一者国内大部分银行

乃至国外部分银行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操作风

险内部损失数据库; 二者由于内部数据的保密性，

银行业并不向外界披露过多数据． 因此实证研究

的数据一般源于媒体报道和商业银行披露的部分

操作风险损失数据，这些数据缺乏全面性、连续

性、准确性，同时也只体现了众多操作风险中很小

的一部分． 数据缺失使得学者们无法深入、准确地

分析操作风险的形成机理和分布特征，从而导致

现有研究成果缺乏科学性，银行很难将其有效应

用于实际的操作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中．
从银行风险管理实践看，作为上述链条的发

源端“违规活动”是孕育风险的温床，合规风险处

于各类风险的叠合位置，位于核心之处，合规管理

能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减少风险损失． 而底层合

规风险的管控依赖于流程，在流程分析基础上挖

掘操作风险动因，为操作风险量化奠定基础，从而

能更为有效管理信用风险． 笔者多年来一直扎根

于中小商业银行开展合规与操作风险相关研究和

实践，在操作风险管理工具指导下协助 20 多家商

业银行构建合规与操作风险数据库，已经积累了

基于流程的大量操作风险数据，结合商业银行交

易数据库、员工行为数据库、外部损失数据库等其

他数据库，能够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围绕上述风险

链条展开探索( 比如利用田野实验、情景实验、数
据建模等研究方法探索操作风险形成动因、表现

形式以及对信用风险影响机理) ，从而为商业银

行风险管理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能将研究

理论运用于指导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实践．

1 流程视角的合规与操作风险归因

分析

作为最基础性的风险，合规与操作风险存在

于金融机构运营中的各个流程、各个阶段，这也是

它们可能进一步诱发其他类风险的一大原因． 出

于合规与操作风险的广泛分布性，金融机构若想

从根本上对其进行管控，就必须严格把控流程的

各个环节，基于流程建立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体

系，实现 风 险 的 事 前 预 防、事 中 控 制 以 及 事 后

缓释．
在已有的研究中，Dickstein 和 Flast［8］较为全

面的基于流程讨论了合规和操作风险管理． 对银

行作业分解的越细，就越容易找到具体的合规风

险动因，从而越能对合规风险进行准确评估与管

理． 基于建立的违规事件库，可以将每一个发生的

违规事件关联到流程中的每一个作业环节，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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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到每一个岗位和每一位员工，如此将合规管理

贯穿于业务的每一个作业、流程和步骤，做到“无

缝结合”，进一步可以剖析每个节点、岗位、员工

操作风险发生的内在动因，是人员问题、岗位设计

问题还是流程设计或者执行问题． 基于已经积累

的操作风险动因库和损失事件库等数据库，可以

建立基于流程节点的未来损失预测．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因果模型是操作风险归

因重要方法． 它被用来解释某些变量对操作风险

的影响，处理这些因果模型的一种方法是将各因

子的影响看成是线性的，并使用多因子模型来解

释损失，这些因子可以被用在因子分析或主成分

分析上． 本文将流程分解为若干个活动，将活动分

解为若干个风险点，对每一个风险点进行评分，并

在此基础上估量流程优化时的风险状况变化． 进

一步对每一个风险点梳理其背后的深层次因素，

具体方法为: 首先，在内部人员、系统、流程与外部

事件这四大成因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操作风险因

素进行分解，并建立因素集，记为 Θ = { θ1，θ2，

…，θq} ; 然后对任意风险点 ω ，分析其可能受到

Θ 中哪些因素的影响．
在明确各因素之后，采用判别分析来度量因

子的影响． 判别分析是在信用风险管理领域解决

类似问题的统计分类技术，已逐步趋于成熟． 本文

将该方法应用于操作风险，对于每一个风险点，运

用判别分析来建立风险评分模型． 判别分析相当

于一个多因子计量模型，因变量为等级，进行判别

分析使得判别函数等同于式( 1)

Sω = β( ω)
0 + β( ω)

1 θ1 + β( ω)
2 θ2 + L + β( ω)

q θq ( 1)

运用某农商行操作风险数据库以及其他统计

数据和问卷调研结果，探究风险偏好、行为偏差、
人员素质、工作负荷、岗位特征、个人特征这些人

员因素对农村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影响． 运用多

元线性回归模型将人员因素的变量分别与操作风

险发生频率和操作风险损失程度回归，研究发现:

1) 岗位特征对操作风险影响较为显著，支行岗位

发生操作风险的次数和损失程度都高于总行岗

位，基层岗位发生操作风险的次数显然高于管理

岗位． 2) 人员素质对操作风险发生频率的影响较

为显著． 人员的证书越多，其专业素养越高，操作

风险的发生频率越少． 人员对风险点的了解程度

越高，对风险的把控能力越强，操作风险的发生频

率越少． 3 ) 某些行为特征对操作风险影响显著．
确定性效应对操作风险的发生频率具有负向影

响． 安于现状偏误对于操作风险损失程度具有正

向影响． 但风险偏好对于操作风险的发生频率和

损失程度影响都不显著． 4 ) 个人特征方面，男性

一 般 在 操 作 风 险 损 失 程 度 的 影 响 要 显 著 高 于

女性．
在未来研究中，数据的积累使其能够更加

深入探索各类动因的作用机理和影响逻辑，进

一步研 究 各 类 动 因 内 部 及 相 互 之 间 的 作 用 关

系、银行规模及外部环境变化对动因的作用关

系． 由于目前针对动因影响作用的研究所使用

的均为外部损失数据库或是媒体报道的操作风

险事件汇总，而本文在内部损失数据库基础上，

进一步利用银行内部人员、流程等数据开展相

关实证研究．

2 基于业务流程再造的合规与操作

风险管理

合规与操作风险归因的初步研究表明，流程

管理对于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具有重要作用． 流

程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业务流程再造． 业务

流程再造是企业运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

期以来只是在制造业中有大量研究，在金融服务

业由于其业务的复杂性和对风险的特别关注，一

直没有重要突破． 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

金融机构的流程体系较为复杂，不能像在制造业

中那样简单地采用“投入 － 产出”分析模式． 以商

业银行流程体系为例，在银行内部的各个业务和

管理条线中存在着不同的流程． 其二在于流程作

为金融服务机构中最为根本的业务单元，其数据

通常是保密的内部数据，理论界的研究人员很难

从实务界获取可靠的流程数据．
金融机构业务流程再造要基于金融机构自身

特征． 金融机构是一种以控制经营风险和管理风

险为主要目标的机构，而其所面临的风险中大部

分都可以归结为操作和合规的问题． 针对金融机

构的这一特征，本文将风险因素纳入流程效用的

评估中，构建多目标函数，包括效率、成本以及风

险，通过对风险进行流程节点归因，找到风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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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节点，风险发生的严重性 ( 损失大小和发

生频率) ，进而结合效率和成本，构建流程优化与

再造模型，并通过相应的 IT 技术与工具来实施，

随着数据库积累，还可以不断对流程进行优化和

改进．
在商业银行流程再造实践中，通过借鉴 Ad-

ner 等［9］的思路，对银行业务流程优化进行了建

模分析，在模型中引入了流程优化的成本( C) 和

效率( T) 提升效应，同时也考虑了银行业务流程

优化再造所能起到的风险( Ｒ) 降低效应，即式( 2)

Ct+1 = Ct － ΔC

Tt+1 = Tt － ΔT

Ｒt+1 = Ｒt － Δ
{

Ｒ

( 2)

于是，对 ΔC 、ΔT 、ΔＲ 的计量就成为了关键，

其中 ΔC 与 ΔT 的估计是相对较为简单的，只需对

新旧流程的耗时及其所涉及的费用进行分析． 风

险点的风险评分( ΔＲ ) 是与其预期损失和非预期

损失正相关的． 预期损失就是损失的数学期望值，

而非预期损失则等于损失分布的 α 分位数减去预

期损失，α 是给定的置信水平． 分别记任意风险点

ω∈ Ω 的 预 期 损 失 和 非 预 期 损 失 为 lE ( ω) 和

lU ( ω) ，借鉴 Basel II 所给出的用于计量操作风险

资本要求的记分卡法与内部衡量法，假设预期损

失与非预期损失成正比，且风险评分与预期损失

成正比． 在拥有一定量损失数据的情况下，可以通

过线性回归模型得到比例系数的估计值，也可以

直接采用 Basel II 在内部衡量法中所给出的系数

值( Basel II 对各个业务条线分别给出了预期损失

与非预期损失之间的乘数) ． 进一步，可以得到 ΔＲ

的预期值与非预期值的表达式．
基于上述流程优化思路，在商业银行流程优

化实践中，本 文 运 用 六 西 格 玛 的“DMAIC”( 定

义 － 测量 － 分析 － 改善 － 监测) 方法，搜集并积

累与流程相关的成本、效率和风险数据，运用这些

数据来制定优化方法并进行动态监测，从而实现

基于流程的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目标．

3 基于流程和内部损失数据的操作
风险计量建模

在上述研究和实践探索基础上，本文尝试对

操作风险计量建模展开探索． 已有学者对基于流

程的操作风险计量开展了一些研究［10，11］，然而由

于数据缺乏，现有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理论建模和

定性分析上． 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通过历史损失

数据来对未来的风险分布做出预测． 然而，过去的

情况不可能与未来完全一致，有时还可能出现较

大的偏差，因此单纯基于历史损失数据的高级计

量法会导致较大的误差． 本文对高级计量法进行

改进，建立基于流程的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模型，将

实时风险信息纳入风险计量当中，使得计量结果

更贴近真实的风险现状． 在“流程 － 活动 － 风险

点 － 因素”分解结构的风险归因模型上，进一步

建立基于“风险损失 － 流程 － 活动 － 风险点 － 因

素”分解结构的操作风险计量模型，通过连接矩

阵来连接“活动 － 风险点 － 因素”这三个层级，而

活动则是包含于流程，最后的风险损失与流程一一

对应，即每一个流程对应一个损失估计值( 图 1) ．

图 1 流程分解结构

Fig． 1 Process decomposition

这里的 B ，A 是条件概率矩阵，其作用在于

连接相邻两个层级． 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上，通过下

式可以得到任意一个流程 pi 的操作风险损失估

计值( 式 3) ，其中 θ
→

为因子向量．

li = ∑
ni

j = 1
θ
→

( i)
j B ( i)

j A( i)
j ( 3)

进一步地，可以将因子向量 θ
→

( i)
j 视为随机的，

则 li 便也是一个随机变量． 通过随机向量的分布

拟合估计 θ
→

( i)
j 中各因子的分布函数，从而可以得

到 li 的分布函数． 之后运用损失分布法来对操作

风险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进行估计． 在这个框

架确定之后，使用业务流程建模工具 ( 如: W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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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er) 来进行业务流程建模． 在确定操作风险

模型体系结构的五层次的元素后，进一步进行损

失分析，得到各个流程的操作损失分布，进一步可

制定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措施，实现基于业务流程

的操作风险精细化管理． 进一步可将损失分布模

型替换为更加精确的极值理论模型．

4 实践运用及成效

自 1999 年以来，围绕金融机构风险管理问

题，本文开展了大量管理实践活动． 基于合规与操

作风险数据库，进一步开发了操作风险、内控与合

规三合一智能管控系统 OＲICM ( operational risk

internal control and compliance management) ． 在风

险管理理论研究基础上，识别金融机构合规与操

作风险管理的痛点，提炼科学问题，构建理论研究

模型，并将理论应用到 OＲICM 系统产品开发与保

障机制设计中，从而构架由理论研究、系统产品与

保障机制构成的“三位一体”方法论: 理论研究为

系统产品的开发和保障机制的设计提供依据，保

障机制使得系统产品能够有效运行，系统产品的

有效运行为理论研究提供数据支撑，三者相辅相

成． 商业银行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三位一体”体

系在商业银行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和认可． 目前

已经有二十多家金融机构运用 OＲICM 于管理实

践中，并发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 参与制定行业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规范，

指导金融机构完善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

2007 年开始，本文与江苏省农信社成立联合

课题组围绕“基于业务流程优化的组织与控制系

统设计( 基于操作风险防控的信贷业务管理体系

优化方案) ”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此

基础上，2010 年开始协助江苏农信推进以合规为

基础的流程银行建设，以及 2013 年至今的商务转

型工作，这一整套理论体系和管理工具为江苏农

信稳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7 年，在江苏农

信系统已全部转制为农村商业银行背景下，省联

社按照现代银行要求，坚持以合规保持稳健，以内

控引领发展，制定《江苏省农村商业银行合规体

系建设 2017 年 ～ 2019 年工作规划》，要求各家农

商银行上线合规管理系统，全力打造合规银行②．

此外，从 2011 年开始与四川省农信社也成立了联

合课题组围绕“基于流程银行的战略转型”展开

研究，该课题最终落脚在合规管理体系建设． 在接

下来的 3 年里，四川农信全省 140 多家法人机构

参与了战略转型并构建了有效的合规管理体系，

为打造合规银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也在

一些担 保 公 司、基 金 公 司 以 及 券 商 中 应 用 了

OＲICM 系统，并通过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合作将

OＲICM 理念及方法运用于 ETF 产品风险管理中，

逐步成为金融衍生产品运营监管标准．
2) 金融机构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水平得到

实质性改善和提升

截止 2015 年末，江苏农信全行业不良贷款占

比较 2001 年末下降了 25． 2 个百分点; 2015 年全

行业监管评级二级以上机构占比 45%，行业整体

健康度进一步提升③． 在 OＲICM 指导下，各家商

业银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合规管理体系，合规和

操作风险管理水平有了明显提升． 就上线 OＲICM

的商业银行平均而言，在系统建设以及上线一年

内，信贷业务的各类违规事件正在逐步减少，按照

严重性从高到低，一类事件下降 80% 左右; 二类

事件下降 70%左右; 三类事件下降 50% 左右; 四

类事件下降 40% 左右; 会计凭证差错率逐月下

降，一年内下降 80% 左右; 安全保卫意识得到增

强，安全保卫违规事件一年内下降 80% 左右; 在

文明服务方面，无任何重大违规事件，未出现声誉

风险，未出现流动性风险．
3) 操作风险数据库建设日益完善，为未来指

导金融机构实践和理论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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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资料来源:《( 江苏) 省联社依托合规银行建设构筑金融安全战略布局》，2017 年 7 月 4 日，http: / /www． jsnx． net /html /xwdt / shengshe-
dongtai /12430． html
数据来源:《改革先行十五载不忘初心再启航——— 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十五年改革发展综述》，载 2016 年 9 月 19 日《新华日报》
第 6 － 7 版．



多年努力下，操作风险管理系统数据库日益

得到完善． OＲICM 以业务流程为核心，关联了重

要的内外规库、风险点库、违规事件库、风险案例

库、违规积分库以及合规考试题库等，形成了“一

图多库”体系． 本文系统地梳理了金融机构运作

所涉及的所有流程，建立了 4 级流程体系，涉及近

千个流程，绘制了相应的标准化流程图，建立了以

“一图多库”为主体的操作风险管理手册，并以关

键流程为例采用流程评估表的方法对流程进行了

优化和改进． 目前各个主要核心数据库建设正在

推进 中，数 据 量 正 在 逐 年 增 加 ( 表 1 ) ． 通 过

OＲICM 系统的建设，一方面帮助金融机构立足于

流程开展有效的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全面提升

了金融机构合规与操作风险管理水平，另一方面，

系统的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能够为现

在以及未来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
表 1 OＲICM 系统数据库及其内容

Table 1 Database of the IT system OＲICM

数据库名称 数据库说明 已积累数据

业务流程库
按照标准 Visio 流程图绘制，包括泳道、四级流程、岗位等信息在内的流程图，目
前已经基于标准 Visio 开发了流程优化小助手，内嵌到 OＲICM 中，利用这一工具
金融机构能够积累流程运行绩效指标以及风险指标，为流程再造奠定数据基础．

1 000 多个

内规库 金融机构内部所有制度，能够对内部制度进行关键词检索，便于员工学习． 各家金融机构有所差异

外规库 相关外部规章制度，及时完善、更新，并注重将外规内化，设计了外规解读功能． 全部外规

风险点库
核心数据库，基于流程的每个节点配置相应的风险点． 风险点主要来源于内部
损失数据以及机构内部的情景假设． 目前正在逐步规范为风险点字典库．

3 000 余个

控制措施库
核心数据库，围绕每个风险点的控制措施，每个季度能够对控制措施有效性进
行评估． 目前正在逐步规范为风险控制措施字典库．

5 000 余条

违规事件库
核心数据库，金融机构所有检查违规问题、事后监督等所有违规事件及时入库，

按照标准规范的违规事件登记要求进行分解，包括违规事件涉及业务、流程、机
构、岗位、人员、发生和发现时间、发现防线以及损失情况．

30 000 余条

案例库
外部媒体披露案件，并涵盖银监等监管部门出具的行政处罚信息，根据案例登
记要求进行登记入库．

5 000 余条

违规积分库 围绕风险点，金融机构制定的内部违规积分数据库． 3 000 余条

考试题库 围绕合规和操作风险要求的考试题库，便于考核． 5 000 余条考试题目

5 结束语

本文通过多年来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

作，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基于流程来进行合规与操

作风险管理的道路，一方面在理论上讨论了金融

机构流程优化的建模以及基于流程的合规与操作

风险管理研究，并尝试在操作风险理论上有所突

破; 另一方面也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到了实践之

中，开发出了能够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有效管理

合规与操作风险的 OＲICM 系统产品，并建立了相

应的配套保障机制，以保证系统能够顺畅、有效地

运行; 而反过来，系统的运行能够为本文的研究提

供大量的数据支撑，使其能够进行更为深入的理

论研究．
合规与操作风险未来研究依旧任重而道远．

在理论方面: 1) 金融机构的流程具有明显的复杂

性和多样性，加上流程优化的多重目标性，对流程

优化问题的研究需要更为精细和深入，这一研究

不仅在理论上要有突破，更重要是基于积累的流

程数据展开实证研究; 2 ) 在操作风险的研究中，

由于现有的内部数据尚存在完整性、真实性不足

等问题，因此理论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其中最为

重要的包括操作风险动因研究，特别是纳入对人

的行为因素的研究，以及基于流程数据的操作风

险量化实证研究; 3) 目前学术界对合规风险的研

究成果不多，而本文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一定的

进展，但距离真正构建金融机构合规风险管理理

论体系依然十分遥远． 在实践方面: 1 ) 探索整合

合规管理、操作风险管理以及内部控制等“大合

规”理念范畴下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这对

于金融机构而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 由于理论

研究仍存在大量不足，因此现有的系统产品和保

障机制设计依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这使得金融

机构在应用系统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如何

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将是本文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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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compliance and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XIAO Bin-qing1，LI Xin-dan1，XU Yu-qian2，CHEN Yuan-qia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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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isk chain of“illegal activity - operational risk - credit risk”which has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by risk management literatures． As the most basic type of risk among all
types of risk under Basel Commit’s framework，compliance risk and operational risk need to be managed ef-
fectively to lay the foundation to control other types of risk． However，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se two
types of risk cannot be deepened due to the lack of data support． By constructing a correlation model contai-
ning a“risk-activity-event-control-case”structure，the cause and loss database is established for compliance
and operational risk，and the risk transference along the risk chain is studied preliminarily．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topics: ( 1) factors of compliance and operational risk，( 2) the ways to improve com-
pliance and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through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3) operation risk quantifi-
cation modeling based on process． According to real world practice，a trinity system made up of theoretical re-
search，IT systems and guarantee mechanisms is put forward． Years of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is trinity sys-
tem c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guidance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manage compliance and operational risk．
Key words: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y; compliance risk; operational risk;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I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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