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国际：商业银行金融资产

风险分类规则进一步完善，有

助于更好防范和化解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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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月 10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

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于 2023年 7月 1日起正

式施行。《办法》旨在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准确识别、评估信用风险，真实

反映和披露资产质量。 

 

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主要风险，准确识别和计量信用风险尤

为重要，《办法》细化信用风险分类标准，拓展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范围，并

要求商业银行建立金融资产风险分类管理的治理架构，有助于商业银行防

范和化解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主要风险，也是导致商业银行发生危机

的首要动因。商业银行依托发放贷款、债权投资等资产业务获取收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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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借款人不能偿付贷款或兑付投资款项时，商业银行将面临损失，并削弱

对存款人等债权人的保障能力，最终可能导致挤兑和破产。因此，准确识

别和计量信用风险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利于商业银行更好掌握自身风险水

平，进而更加合理计提风险准备，提高抗风险能力，同时也有助于监管机

构识别和监控商业银行的风险隐患，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此外还能够提高

外部投资者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学的投资决

策。 

在《办法》发布之前，商业银行主要依据《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

和《贷款风险分类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开展信用风险的识别和计量，

但《指引》主要适用于贷款的信用风险分类，对贷款以外的其他资产，商

业银行主要参照《指引》中贷款风险分类的标准和要求执行，缺乏精准、

明确的外部指引。 

此次发布的《办法》注重结合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细化了信用风险

分类标准，并拓展了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债券等

商业银行表内承担信用风险的金融资产，同时对表外项目所承担的信用风

险，商业银行也需要比照表内资产相关要求开展风险分类。此外，《办法》

要求商业银行建立金融资产风险分类管理的治理架构，明确董事会、高级

管理层和相关部门的风险分类职责，并制定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制度，完善

金融资产风险分类流程。整体来看，《办法》有利于商业银行在提升信用风

险识别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实资产风险分类，从而更加有效防范化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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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风险。 

《办法》继续沿用五级分类方式进行信用风险识别，但认定依据进一

步细化，新增对金融工具减值的判断，强化五级分类与新金融工具会计准

则的关联性，同时，对重组资产的定义及分类进行了优化，商业银行信用

风险识别规则进一步完善。 

对于风险分类的原则，《办法》与此前的《指引》大致相同，即围绕债

务人履约能力进行评估，强调及时性和从低分类的审慎原则，但《办法》

对风险分类的独立性做出新的要求。 

 

《办法》继续沿用五级分类方式，但认定依据新增对金融工具减值的

判断，实现了与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进一步结合，客观上有利于外部投

资机构从多角度确认商业银行资产风险水平。 

按照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未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工具被划分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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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第二阶段，而发生信用减值的会被划分为第三阶段。根据《办法》，已发

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即第三阶段资产）会被整体归入不良类，同时根

据减值情况进一步细分为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而第一阶段和第二阶

段资产则会被分别归入正常类和关注类。 

 

另一方面，相比于《指引》，《办法》对非正常类资产的认定标准进行

了调整和细化，增加定量要求以减少主观判断的影响。其中，本金、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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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收益逾期须至少纳入关注类进行管理，超过 90 天则须纳入不良类管理；

对于预期信用损失占其账面余额 50%以上，须纳入可疑类管理；对于预期

信用损失占其账面余额 90%以上，须归为损失类。 

 

在分类上调方面，《办法》明确要求商业银行将不良资产上调至正常类

或关注类时，需同时满足三个方面要求，不仅是商业银行评估认为债务人

未来能够持续正常履行合同，且需要债务人在随后连续两个还款期或 6 个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2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