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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系统

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

府）城市中心支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银保监局；国家

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 

为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建立系统重要性

银行评估与识别机制，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制定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请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告知辖区内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

业银行和外资银行。 

附件：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2020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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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 

为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建立系统重要性

银行评估与识别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

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

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301 号），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一）评估目的。对参评银行系统重要性进行评估，识别出

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每年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根据名单

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差异化监管，以降低其发生重大风险的可

能性，防范系统性风险。 

（二）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开发

性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评估中使用的数据为集团并表数据，并表范围按照银保监会

监管并表范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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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重要性的定义。本办法所称系统重要性是指金融

机构因规模较大、结构和业务复杂度较高、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

性较强，在金融体系中提供难以替代的关键服务，一旦发生重大

风险事件而无法持续经营，可能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不利

影响的程度。 

二、评估流程与方法 

（四）评估流程。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按照以下流程每年

开展一次： 

1.确定参评银行范围。 

2.向参评银行收集评估所需数据。 

3.计算各参评银行系统重要性得分，形成系统重要性银行初

始名单。 

4.结合其他定量和定性分析作出监管判断，对系统重要性银

行初始名单作出调整。 

5.确定并公布系统重要性银行最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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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估方法。采用定量评估指标计算参评银行的系统重

要性得分，并结合其他定量和定性信息作出监管判断，综合评估

参评银行的系统重要性。 

（六）参评银行范围。若某银行满足下列任一条件，则应纳

入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范围： 

1.以杠杆率分母衡量的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在所有银行中

排名前 30。 

2.曾于上一年度被评为系统重要性银行。 

（七）数据收集。银保监会每年根据本办法制作数据报送模

板和数据填报说明。数据填报说明包含各级指标及定义、模板较

上年的变化等内容。参评银行于每年 6 月底之前填写并提交上一

会计年度数据。银保监会进行数据质量检查和数据补充修正后，

与人民银行共享参评银行的监管报表、填报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 

（八）系统重要性得分。银保监会在完成数据收集后，计算

参评银行系统重要性得分。除第三部分另行规定计算方法的情形

外，每一参评银行某一具体指标的得分是其该指标数值除以所有

参评银行该指标的总数值，然后用所得结果乘以 10000 后得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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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点计的该指标得分。各指标得分与相应权重的乘积之和，即为

该参评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得分。 

（九）阈值和分组。得分达到 100 分的银行被纳入系统重要

性银行初始名单。按系统重要性得分进行分组，实行差异化监管。

各组分界值如下： 

第一组：100 分至 299 分。 

第二组：300 分至 449 分。 

第三组：450 分至 749 分。 

第四组：750 分至 1399 分。 

第五组：1400 分以上。 

银保监会后续可根据实际年度数据测算结果，商人民银行并

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批准后，对阈

值和分组进行调整。 

（十）监管判断。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可根据其他定量或定

性辅助信息，提出将系统重要性得分低于 100 分的参评银行加入

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监管判断建议，与初始名单一并提交金融

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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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_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