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彬评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更加强调入选银行的重要性、

稳健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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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温彬 

 

此次首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是基于各银行 2020 年的发展数据，

最终确定的 19 家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与此前市场预期的名单范围相差不

大，但更加强调入选银行的重要性、稳健性和代表性。19 家银行中，已入

选国际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的四家国有银行全部进入到 D-SIBs 的

第四组，应执行 1%的附加资本要求，但同时入选 G-SIBs 和 D-SIBs（国内

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银行要按“孰高”原则确定附加资本比例，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需继续执行 1.5%的附加资本要求，农业银行则继续执

行 1%的附加资本要求，四家银行整体制定的附加资本监管要求未变，与国

际标准保持统一，对应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要保持在 8.5%以上。虽然对

应 1.5%附加资本要求的第五组暂时空缺，但四家银行按照 G-SIBs 标准执

行同一水平的附加资本要求，反映出 D-SIBs 在附加资本要求上更加注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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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我国实际，以我为主，更加注重稳妥审慎推进。这一名单的出台标志着

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框架基本确立和落地，显示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

的审慎性进一步增强，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国内金融监管质效，促进与国际

金融监管接轨，增强我国金融系统稳定性。能够入选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

既是对各家银行的肯定，又对各家银行经营发展提出了新挑战，将促使我

国银行业进一步转变理念，坚定高质量发展方向，有效防范应对新冠疫情

及外部环境变化等带来的风险挑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推进银行业持续稳健发展，为经济健康平稳运行提供金融保障。 

挑战方面，成为系统重要性银行将接受更严监管，对银行的风险防范

能力、可持续经营能力等提出更高要求，特别是对银行的资本管理提出更

高要求，个别银行存在资本补充压力。同时，部分资本相对紧张的银行可

能会为满足监管要求而适度放慢资产增长，影响盈利水平。根据 18 家银行

三季度报公布的 2021 年 9 月末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数据（广发银行因未

上市，同期数据暂无），所有 18 家银行都超过第三组并达到第四组（附加

资本要求 1%，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8.5%）的监管要求。广发银

行 2020 年年报数据显示，其 2020 年底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7.8%，

仅比 7.75%的充足率要求高 0.05 个百分点。但考虑到银行一般会在监管要

求之上，再主动留存一部分资本作为缓冲，避免资本充足率紧贴监管红线，

如果在 8.25%（即第三组要求）的基础上再加 1 个百分点，即以 9.25%为

底线衡量名单中银行资本充足情况，19 家银行中有 9 家银行尚未达到这一

底线。可见首批名单中的银行资本充足率整体达标压力有限，但在满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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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经营需要的前提下，个别银行仍有资本缺口待补充。机遇方面，成为系

统重要性银行对银行的声誉和市场形象有很大提升，有助于提高信用评级，

增强在揽存吸储、创新业务等方面的竞争力。同时，在严监管要求下，系

统重要性银行的信息更加透明，资产质量提升，可以获得更大的业务拓展

和价值增长空间。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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