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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就《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商业

银行资本监管规则，全面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和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主要关

注点如下： 

第一，银行资本监管框架持续优化，助力银行业高质量发展。从全球

来看，2008 年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及各国监管机构都高度关注国际

银行体系的经营稳健性问题，尤其在完善资本监管框架和重塑风险计量方

法方面，更是发布和调整了一系列审慎监管要求。2017 年 12 月，巴塞尔

委员会发布《巴塞尔 III：后危机改革的最终方案》，主要从资本工具合格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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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以及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改革等三个方面重构

资本监管框架，是全球银行业监管改革的重要进展。2023 年 1 月 1 日，巴

塞尔协议Ⅲ正式在全球范围内落地实施，银行业监管步入新阶段。从国内

来看，后疫情时代，商业银行担负支持实体经济恢复的重要使命，需要继

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支持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发展，资产规模上升一定程

度上带来了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增加。截至 2022 年末，商业银行信用风

险加权资产规模共计 180.4 万亿元，同比增加 8%。得益于较为丰富的资

本补充渠道，资本充足情况并未受到影响，截至 2022 年末，商业银行资

本充足率 15.17%，同比提高 0.04 个百分点。整体来看，我国银行业较好

平衡了业绩增长和风险防控。随着国际监管准则调整，叠加国内经营环境

发生深刻变化，监管部门敏捷响应，修订资本管理办法，在提升风险计量

敏感性和计量结果可比性的同时，降低计量模型的复杂程度，并构建差异

化的资本管理框架，引导银行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第二，《征求意见稿》立足国内银行业经营现状，对接国际监管最新成

果。在坚持风险为本、强调同质同类比较、保持监管资本总体稳定的三项

基本原则之上，《征求意见稿》从多维度完善资本管理框架。一是构建了差

异化的资本监管体系。随着银行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各类型商业银行百

花齐发，分工明确，共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高质量金融服务。

但由于发展模式、发展重心的不同，商业银行呈现差异化发展趋势，资本

充足情况也有分化。为了保证资本监管的有效性，释放各类型金融机构的

活力，《征求意见稿》开篇即明确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分类标准：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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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跨境业务较多的银行划为第一档，对标资本监管国际规则；资产规模和

跨境业务规模相对较小的银行纳入第二档，实施相对简化的监管规则；第

三档主要是规模小于 100 亿元的商业银行，进一步简化资本计量并引导聚

焦服务县域和小微。二是灵活调整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调低风险计量

比例的项目主要包括对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的风险暴露、对投资级公司的风

险暴露、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暴露、对合格交易者的信用卡个人循环风险暴

露、对符合审慎要求的居住用房地产的风险暴露（贷款价值比低于 80%）

等。提高风险计量比例的项目主要包括对境内外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和对

次级债权的风险暴露。三是首次明确投资资产管理产品的资本计量标准。

参照国际标准，提出三种计量方法，分别是穿透法、授权基础法和 1250%

权重法，并详细规定了各方法应满足的条件。四是设置合理过渡期。《征求

意见稿》拟于 2024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为商业银行调整资产结构，降

低风险水平，提高资本充足率等预留充足准备时间。 

第三，《征求意见稿》在保证银行体系资本充足情况总体稳定的前提下，

将对银行业务摆布产生一定影响。在同业业务方面，《征求意见稿》全面提

高风险计量比例，预计相关业务将面临更大程度的资本消耗。在涉政业务

方面，下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的风险权重，有利于提升银行配置该项资产

的意愿，有效降低地方政府发债成本，或将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债务透明

度。在对公业务方面，下调对投资级公司以及中小企业的风险权重，有利

于引导银行资金支持特定客群，全面提升科创企业、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力度。在零售业务方面，下调优质信用卡贷款的风险权重，鼓励银行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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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26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