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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我国商业银行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步深入 ,在一个全面开放的银行业竞争环境下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能力成为了决定一家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其风险管理能力的高低成为评判银行经营管理水平高低的标准。

为此 ,本文分析了中西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差异 ,并从借鉴西方先进银行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入手 ,

运用银行流程再造理论 ,从风险识别、风险点控制、风险管理组织支撑以及管理流程规划四个方面对国内商业银行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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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年 12 月 11 日 ,中国已向外资银行全面开

放 ,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 ;2007 年 3 月 14

日 ,中国银监会发布通知 ,就实施新资本协议 (巴塞

尔协议)的措施进行了部署。新巴塞尔协议建立了

有效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 ,代表了风险管理的发展

方向 ,提高了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和灵活性 ,有助

于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和推动业务创新。由于新

巴塞尔协议实施工作专业性强、涉及面广 ,须投入大

量的资源 ,这势必要求国内各商业银行对原有的风

险管理体系进行创新 ,以适应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 ,

完善工作机制。在此背景下 ,国内各商业银行都在

全方位地引入西方银行的先进运作管理经验 ,其中

最为重要的是西方先进银行在风险防范和管理上的

成功经验和理念。因为风险管理能力的高低直接反

映了银行竞争力的强弱 ,因此学习西方商业银行风

险管理的技术、经验和理念 ,对于我们国内商业银行

完善自身风险管理体系构建 ,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是

十分有益的。笔者近期赴新加坡专门走访了新加坡

大华银行、荷兰银行、花旗银行的资深专家 ,并实地

考察了当地的分支机构。通过与这些专家的讨论 ,

对比中西方银行业在风险管理工作中的差距 ,试图

探求提升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能力的途径和

方法。

1 　西方先进银行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

111 　操作风险管理是风险管理体系的核心

通过考察了荷兰银行、花旗银行、新加坡大华银

行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发现国外优秀的银行对于

风险管理的认识 ,与国内的银行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国内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框架中 ,仍以信用风险

为核心 ,而国外优秀的商业银行则以操作风险为其

核心 ,他们认为操作风险是影响其它风险的基础[1 ] 。

整个框架如图 1 所示 :

图 1 　风险框架图 (参考荷兰银行风险管理资料)

　　从国外商业银行的一些先进经验可以看出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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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这个框架下 ,对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进行了严

密的构建。例如 ,国外商业银行一般都为信贷管理

制定了详尽的操作规程 ,各级信贷人员和客户经理

在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严格遵循这些操作规程。这

样就把因为业务人员的个人原因而有可能导致的风

险控制在最低限度 ,也使得高层管理机构敢于把更

多的职责授予不同级别的业务人员。这些操作规程

都是银行在相关业务上所具有的长期经验的积累 ,

并且还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更新。业务人员只要严

格按照操作规程办事 ,就可以有效地防范信贷风险。

建立起这样的内部控制制度之后 ,其风险管理也就

实现了稳定性和连续性 ,而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 ,则

是银行内部管理低风险的一个基本标志。

112 　关注地区和行业因素是信用风险管理的重点

从宏观管理的角度来看 ,西方商业银行十分注

重地区、行业等因素对本行信贷风险的影响。例如 ,

美国花旗银行对本行重点开发的 13 个行业 ,要定期

(一般为一年一次) 对每个行业进行分析 ,再根据每

个行业的风险状况决定其最高信贷额度 ,从而找到

信贷行业组合的最佳平衡点。花旗银行还为其高风

险行业专门聘请了行业专家 ,所有涉及该行业的信

贷决策都要得到该行业专家的确认才能实施。在确

定了信贷组合之后 ,还要对其进行压力测试 ,即假设

某些事件发生后 ,要测算出这个事件对信贷组合的

影响 ,进而修改信贷政策。当然 ,这些预测结果并不

见得完全符合未来的现实情况 ,其方法本身也不尽

完善 ,但类似方法代表了风险事前管理的科学化发

展方向 ,有愈来愈多的银行在尝试引进这些方法。

113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有效风险管理的基础保障

西方先进商业银行认为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是

保证其风险管理有效性的基础之一。西方商业银行

一般都是由董事会对风险管理进行最高决策。董事

会至少会安排一名成员 (通常是副主席 ,大华银行是

主席兼任)直接负责风险管理的行政工作 ,并由行政

委员会或执行委员会制定具体的管理策略。行政委

员会通常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一些专门的技术支持

组织 ,如风险评级小组、VaR 小组等 ,直接对行政委

员会负责。在各个业务领域和地区还设立风险经理

制进行风险管理和监控。在各个经营层次 ,从高级

信贷主管到客户经理也要根据各自的授权权限逐级

对上 ,按照操作规程的规定 ,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这样 ,每个商业银行都从风险管理监控和业务推广

两个层次组成严密的风险管理体系 ,共同对本行的

各项业务进行风险管理。

114 　电子化系统是有效风险管理的技术保障

西方商业银行经过长期的发展 ,已经充分意识

到计算机技术对银行风险防范的重要作用。他们不

但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对本行的计算机系统进行

维护及更新换代 ,而且还充分利用国际互联网建立

先进的全球信息系统 ,其数据均能做到每日更新 ,实

时处理数据的能力很强 ,而且具有很强的统计及查

询功能 ,能为行业、区域、产品、信贷组合等日常检查

以及风险评级工作提供全面支持 ,成为保证其风险

管理高水平的一个有力技术保证。

115 　计量工具的运用是有效风险管理的工具支持

数量模型和计量工具是国外先进商业银行现代

风险管理赖以支持的基础之一。西方商业银行在各

个风险点上 ,都运用各类计量工具 ,对潜在的风险进

行预测、计量和分析 ,以求能全面揭示风险并有效防

范和控制。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下 ,要求市场风险

采用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 ,信用风险采用标准法、基

础内部评级法和高级内部评级法 ,操作风险采用标

准法、基本指示法和高级计量法 ,都体现了西方先进

银行对于计量工具的重视[2 ] 。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的内容中明确提出各个国家的银行监管部门要引进

风险敏感度较高的风险管理系统、模型和工具来监

管商业银行 ,并鼓励商业银行采用先进风险管理方

法和工具。在所研究的几家银行中 ,他们在风险的

防范上 ,也采用了压力测试、回溯测试和模型验证 ,

以保证自身风险管理的全面和有效。由此可见 ,计

量工具正得到越来越多银行的认可。

2 　国内银行业存在的缺陷

比较目前国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外资银行实

践工作中的区别 ,主要存在以下几点差距 :

1)缺乏整体风险意识 ,全面风险管理缺失。目

前国内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仍以信用风险管理

为主 ,对市场风险、操作性风险重视不够 ,缺乏整体

风险意识。此外 ,国内商业银行尚未形成全员风险

管理的意识。风险管理意识还没有贯穿到全行全

员 ,还没有贯穿到业务拓展、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往

往把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看作是风险控制部门的事

情 ,缺乏整体性。

2)缺乏有效的组织支持。由银行董事会及高级

经理直接领导的 ,以独立风险管理部门为中心 ,与各

个业务部门紧密联系的风险管理系统是现代金融风

险管理的组织保障。尽管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向

着独立、垂直管理的风险管理机构建设迈进 ,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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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银行董事会或高级风险专家的直接参与 ,其职

能和作用远远没有发挥 ,其所承担的风险管理工作

较为分散 ,无法承担起整个银行的全部风险管理工

作。

3)银行内部控制存在缺陷。这主要表现在我国

商业银行对内控的认识还不确切、不完整 ,我国商业

银行的高级管理层自我约束不够 ,存在较大的“道德

风险”。特别是来自业务发展的压力 ,诱发各种违规

操作行为时有发生。这种认识上的不完整也造成了

银行在内控与发展、内控与风险的关系上产生偏差 ,

从而使得所属分支机构控制不力。

4)缺乏系统化的风险识别机制。银行的风险识

别是一系列兼顾过去与未来的识别技术的组合 ,同

时以相应的辅助工具作支撑。通过建立系统化、制

度化的风险识别机制 ,提高风险管理的主动性和反

应速度 ,支持风险管理决策的有效性 ,提升经济资本

的配置效率。国外先进银行往往建立了科学的风险

识别程序并建立起相应的风险识别系统 ,为风险的

评估准备数据信息基础。相比而言 ,国内商业银行

缺乏系统化的风险识别机制 :风险识别活动随机、分

散和局部 ,风险识别标准缺失 ;风险识别权责不清

晰 ,前、中、后台之间分工与合作不够 ;风险识别活动

覆盖面有限 ,识别活动存在盲区。

5)缺乏量化的风险评估。风险评估应从定性和

定量两个方面分析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

国外先进银行很多都以 VAR 为核心度量方法 ,建

立市场风险评估系统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系统 ,并

努力将操作风险的内部计量包括进来 ,建立一体化

的风险评估体系 ,使风险评估的结果能相互比较以

利于决策 ,合理地在不同业务间配置经济资本。由

于各种原因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大多对风险进行定

性分析多 ,定量分析少 ,往往是通过现实损失来衡量

风险大小。由于新巴塞尔协议的推动 ,对我国银行

提出了内部评级的新要求 ,但是由于缺乏数据的积

累 ,风险评估的定量化 ,还存在基础性困难。

6)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严重滞后。从风险评

估基础数据缺乏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看出国内商业

银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严重滞后。由于风险管

理需要大量业务信息 ,但是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却是

一个空白 ,银行无法建立起相应的资产组合管理模

型 ,无法准确掌握风险敞口。风险管理信息失真 ,直

接影响到风险管理的决策科学性。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国内商业银行的主要

问题还是出自银行内部本身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上

的缺陷。体现出了国内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意识、

程序、组织支持 ,以及管理手段方面都与国外商业银

行存在较大差距。因此 ,构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已

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刻不容缓的任务之一。

为此 ,我们需要通过学习国外商业银行的先进

经验和做法 ,来探索一套符合我国银行实际情况的

风险管理建设之路。

3 　构建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
对策

311 　识别风险源

商业银行的风险大多是由不合理的内部流程、

现有系统的缺陷以及外部环境和部分人为因素所造

成的。因此 ,在构架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之前 ,我们需

要对整个风险的产生进行分类。如图 2 所示 :

图 2 　风险归因分类图

　　只有有效地识别出了各类风险源 ,我们才能准

确地把握造成风险的根本原因 ,并给予有效的控制

和管理。

312 　不同风险点应采用不同的控制措施

针对不同的风险 ,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控制措

施 ,而这种控制措施往往并非单一化的 ,而是一组方

法的组合。首先 ,我们这里设置一个二维的风险划

分模型 ,以此来区别不同程度的风险。其中一个维

度是影响力 ,即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力 ,包括财物和信

誉 ;另一个维度是可能性 ,即产生该风险的概率。通

过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根据风险的危害力来区别不

同的风险。如图 3 所示 :

图 3 　风险分类模型

　　推行全面的风险管理理念 ,在操作上 ,要对现有

系统的数据进行整合并致力于全面、及时、统一的风

险管理体系的建立 ,结合国外商业银行的经验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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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实际已建立起的内部风险模型 ,提高风险量化和

衡量技术。对于不同的计量方法进行有效组合 ,以

定量方法为主 ,而同时辅助以定性方法。如图 4 所

示 :

图 4 　风险管理方法组织图

　　在图 4 中 ,定量方法包括 :损失数据、风险指标、

主要风险指标、统计分析 ;定性方法主要包括风险自

测、分值卡、审计评级和 So E[1 ] 。至于定性方法大部

分也是基于量化工具来进行决策 ,因此 ,最基本的还

是定量方法。

然而 ,不同的方法所关注的焦点有所不同 ,如图

5 所示 :

图 5 　各个工具不同的关注点
313 　风险管理的组织支持

全面风险管理需要有一个高效的组织架构来运

作整个风险管理和前文的四项工作。对于每个机构

都要根据其规模、业务和地点 ,设置合理的组织架

构。这个组织架构应包括四个部分 ,即“政策部门”、

“支持部门”、“实施部门”和“报告部门”[3 ] 。其中“政

策部门”是制定和维护全行范围的风险管理政策 ,并

与内部及外部机构 (监管机构、专业机构) 互动 ;“支

持部门”主要是开发和增强风险管理程序和工具 ,并

优化现有的系统选择和设施 ;“实施部门”主要是协

助下级和各部门实施风险管理流程 ;“报告部门”是

收集对比各类风险信息。如图 6 所示。

　　从整个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来看 ,其职责除了制

定和维护风险管理政策、标准、框架和工具方法之

外 ,还要领导风险管理系统的实施和维护 ,特别是损

失数据库的基础设施 ,并根据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

报告提供落实风险活动的必要支持 ,例如风险自我

图 6 　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职能图

评价流程等。

314 　风险管理的流程再造

在前面的基础上 ,可以尝试构建出一个风险管

理的初步流程。整个风险管理周期应该由四个部分

组成 ,包括“识别风险”、“测量和评估风险”、“实施控

制方法”和“监督和汇报”[ 4 ] ,如图 7 所示 :

图 7 　风险管理初步流程图

　　在这个初步流程图的基础上 ,我们再来细分每

个步骤。首先是识别风险部分 ,银行应该识别和评

估重要产品、业务活动和系统带来的各类风险 ,以形

成风险自我评估 ,同时还要确保在引入新产品、业务

活动、流程和系统之前 ,充分评估它们将带来的风

险。在企业损失数据库 ( Corporate Loss Datebase ,

CLD)基础上 ,结合关键风险指标 ,来实施一套流程 ,

定期控制整体风险和严重损失 ,定期检查其风险限

额和控制策略 ,并采用适当的策略进行相应调整。

同时 ,要将风险管理提高到组织治理层面 ,银行的高

层和董事会需要知晓各主要方面的风险 ,清楚知道

应该加以管理的风险分类。此外 ,要将整个风险管

理贯穿到各级人员的工作中 ,每个人都要在风险管

理中承担各自的责任。

其次是测量和评估风险。测量和评估风险需要

有一个评估流程 ,一个全面的风险评估流程应该包

括操作、IT、财务、法律、税务、稽核等部门的参与 ,

涵盖信贷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各类风险范

围[5 ] 。为此 ,设定一个一般性的流程 ,如图 8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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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风险评估流程图

　　在控制实施方面 ,我们要借助企业损失数据库 ,

用以分析损失发生在哪个行业或区域 ,应采取何种

措施降低风险 ,让管理层进行前期跟踪 ,并对那些高

风险行业或区域的风险降低措施进行管理。具体到

单个目标的控制 ,需要采用主要控制指标和主要风

险指标两个参数 ,即 KCI 和 KRI 参数 ,它们对于风

险和控制状况的变化能够准确进行预测 ,尤其是

KRI 能让银行在事发前就能监控风险状况。通过

对于关键点的控制 ,掌握整个目标风险的管理 ,以提

供一个控制基准 ,有利于其他风险管理方案的借鉴。

同样 ,在最后的监督汇报步骤上 ,我们还要通过

KRI 和 KCI 两个参数进行监督 ,通过两个参数体系

能够早期预警 ( KRI) 和早期发现 ( KCI) ,并在风险

加剧前采取措施 ,以配合各个相关流程的运转。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 ,国内商业银行要构建全面

风险管理体系 ,需要做好“流程化、合规化、电子化、

集约化”四个方面的内容。它们之间不仅仅是单独

分离的 ,而是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 ,需要用系统的眼

光来对这四项工作进行整合 ,利用四项工作之间的

内在联系 ,更有效地推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

首先 ,流程化是风险管理的组织保障[ 6 ] 。我们

可以将流程化银行定义为一家银行按照运作流程或

按照条线来控制和管理银行的经营风险 ,而不是依

靠传统的、以部门为主 (或称之为块状管理) 的管理

方式 ,它实现了银行管理运作流程化[7 ] ,即要求银行

内部各条线 (一般按照私人条线、公司条线、内部营

运条线和风险条线划分)均按照各自的条线要求 ,设

计不同流程 ,进行矩阵式管理 ,并实现前、中、后台的

相互分离与有效地协调配合。

其次 ,合规化是风险管理的制度保障。合规化

的目的是减少银行的风险 ,防范不正当交易 ,真实披

露银行信息。合规化是银行成熟的风险管理标志 ,

一家合规经营的银行 ,其资产质量一定是高于其他

银行 ,绝不会为获取短期效益而牺牲银行的长期资

产质量 ,尽管合规化过程中会增加成本 ,会放弃一部

分市场 ,但合规化会让其建成一家百年银行。合规

化也是对银行员工的要求 ,尤其是风险管理人员必

备素质。

再者 ,电子化是风险管理的技术保障。电子化

即系统化 ,银行经营风险过程要充分借助计算机工

具 ,诸如数据库建设和网络建设等 ,使各项风险均能

量化。通过引进风险敏感度较高的风险管理系统、

模型以及工具 ,有效提高识别风险能力 ,及时采取风

险控制措施。同时可以借助计算机系统 ,来设定不

同等级的权限 ,使每一个位风险管理者按照自己的

权限和职责来进行系统操作。这些分级授权、严密

的密码管理体系、完善的数据备份制度、严格的内

网、外网连接管理办法 ,采取访问控制等措施 ,都对

防范银行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

最后 ,集约化是风险管理的资源保障。集约化

是风险管理的前提保证 ,集约化指银行经营过程中 ,

依据战略将客户按行业分类 ,将经营部门按公私条

线管理 ,有效地配置人力资源、信贷资源和费用资

源 ,从而使银行各类资源能有效配置 ,同时 ,也使得

风险管理能更加专业化。

流程化、合规化、电子化和集约化是一个协调统

一的整体 ,在关注每一个方面的同时 ,更要关心这四

项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图 9 所示 :

图 9 　“四化”内在联系图

　　从图 9 中可以看出 ,在“流程化、合规化、电子

化、集约化”四个方面的建设中 ,银行风险管理的流

程化建设是处于整个架构的核心地位。根据麻省理

工学院教授迈克尔 ·汉默 ( Michael Hammer) 提出

的流程重组的概念 ,流程重组是“追求业务流程变革

的根本性和彻底性 ,希望取得成本、质量、服务和速

度方面的显著性改善”[8 ] 。因此 ,在银行风险管理建

设中的流程化工作也主要以流程运作为中心 ,摆脱

传统组织分工的束缚 ,提倡面向客户、组织变通、员

工授权及正确地运用信息技术 ,达到快速适应市场

变化的目的 ,包括不同程度的业务提升、业务优化、

业务改造[9 ] 。所以在这个概念下 ,商业银行风险管

理的流程化建设除了业务流程再造之外 ,还包含了

合规化建设和集约化建设 ,因为风险管理的流程再

造其目的就在于加强风险管理的合规化 ,并提高业

务的集约化发展水平。所以流程化建设包含并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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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规化、集约化建设 ,反之 ,合规化建设和集约化

建设又能进一步促进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流程化建

设。所以 ,这三项工作之间有互相影响、推动的关

系。

在此之下 ,电子化建设则是整个环节的基础 ,因

为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商业银行运营中的广

泛使用 ,其发挥的作用也日益增强 ,银行要构建全面

的风险管理架构必须借助信息技术这个工具 ,因此

整个银行的电子化建设是基础 ,不仅为其他三项工

作提供了技术上的保障 ,更重要的在于电子化形成

了新的银行经营理念。

4 　结论

全面风险管理建设是一项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巨

大工程 ,或许在当前阶段会被个别业务单位视为业

务发展的障碍。因此 ,在真正开展该项工作的时候 ,

需要将所有的业务单位纳入到风险管理体系的建设

中来 ,各业务单位需要充分地协调合作 ,尤其是与风

险管理部门之间的合作 ,这也许将耗费较长的时间

与努力来实施完成该项任务。但全面风险管理不应

该被视作短期行为 ,它是一项长期的持久性任务 ,因

此银行需要从战略层面来规划整个工作的开展 ,以

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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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capability of risk management becomes a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t he core competency of a bank in commercial banking in t he

current open banking environment as t he progressing in our commercial banking reform. The assessment of t he capability of t he risk manage2
ment of a bank has become t he banking management evaluation standard. Therefore , t his article analyzed t he differences in t he practices of t he

risk management in commercial banking between t he western count ries and China. It also benchmarked t he best practices of t he risk manage2
ment f rom t he western banking system. It ( The aut hor) proposed t he creative management st rategy on t he overall domestic Risk Management

System by applying t he reengineering met hodologies on t he banking processes in t he following four areas , i . e. , identification of t he risk man2
agement , risk cont rol point s , organizational suppor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t he management of t he banking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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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Marxian science physical labour value t heory , still is t hat one count s for much , needs t he basic t heory problem studying in a deepgo2
ing way1 Need t he main viewpoint grasping t he value t heory working all round for t his purpose1 The main body of a book union at present home

and abroad has been actual , has discussed t he debate being close to 10 come to our count ry labour t heory of value , has reached labour t heory

of value making an explanation to real phenomenon emphasizing to insist on and develop labour t heory of value to have important t heory and to

carry out significance st renuousl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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