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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治理机制，

提高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宏

观审慎政策指引（试行）》，现予公布。 

中国人民银行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 

宏观审慎政策指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高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

融风险的能力，增强宏观审慎政策透明度，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包括宏观审慎政策目标、风险评估、

政策工具、传导机制与治理机制等，是确保宏观审慎政策有效实

施的重要机制。宏观审慎管理部门将在实践探索中不断丰富和完

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 2 - 

第三条 在金融委的统筹指导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宏观审慎

管理牵头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履行宏观审慎管理职责，牵头建立

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监测、识别、评估、防范和化解系统性

金融风险，畅通宏观审慎政策传导机制，组织运用好宏观审慎政

策工具。 

第四条 宏观审慎政策适用于依法设立的、经国务院金融管理

部门批准从事金融业务或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以及可能积聚和

传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等。 

第二章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第五条 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尤其是

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顺周期累积以及跨机构、跨行业、跨市场和

跨境传染，提高金融体系韧性和稳健性，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可

能性和破坏性，促进金融体系的整体健康与稳定。 

第六条 系统性金融风险评估是指综合运用风险评估工具和监

管判断，识别金融体系中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来源和表现，衡量系

统性金融风险的整体态势、发生可能性和潜在危害程度。及时、

准确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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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结合我国实际并借鉴国

际经验，开发和储备适用于我国国情的一系列政策工具，建立健

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针对评估识别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使

用适当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实现宏观审慎政策目标。不断丰

富和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是提升宏观审慎政策执行效果的

必要手段。 

第八条 宏观审慎政策传导机制是指通过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工

具，对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施加影响，从而抑制可能出现的

系统性金融风险顺周期累积或传染，最终实现宏观审慎政策目标

的过程。顺畅的传导机制是提高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保障。 

第九条 宏观审慎政策的治理机制是指为监测识别系统性金融

风险、协调和执行宏观审慎政策以及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等，所进

行的组织架构设计和工作程序安排。良好的治理机制可以为健全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提供制度保障。 

第三章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识别和评估 

第十条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可能对正常开展金融服务产生重

大影响，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冲击的金融风险。系统性

金融风险主要来源于时间和结构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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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时间维度看，系统性金融风险一般由金融活动的一

致行为引发并随时间累积，主要表现为金融杠杆的过度扩张或收

缩，由此导致的风险顺周期的自我强化、自我放大。 

（二）从结构维度看，系统性金融风险一般由特定机构或市

场的不稳定引发，通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间的

相互关联等途径扩散，表现为风险跨机构、跨部门、跨市场、跨

境传染。 

第十一条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监测重点包括宏观杠杆率，政府、

企业和家庭部门的债务水平和偿还能力，具有系统重要性影响和

较强风险外溢性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和金融基础设

施等。 

第十二条 宏观审慎管理牵头部门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监

测和评估机制，会同相关部门开展监测和评估，定期或不定期公

开发布评估结果。针对特定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管理

牵头部门组织开展专项评估。 

第十三条 宏观审慎管理牵头部门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征，

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框架。完善系统性金融风险

监测评估指标体系并设定阈值，适时动态调整以反映风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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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丰富风险监测方法和技术，采取热力图、系统性金融风险

指数、金融压力指数、金融条件指数、宏观审慎压力测试、专项

调查等多种方法和工具进行监测和评估，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技

术。 

第四章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第十四条 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主要用于防范金融体系的整体风

险，具有“宏观、逆周期、防传染”的基本属性，这是其有别于

主要针对个体机构稳健、合规运行的微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特征。

宏观审慎政策会运用一些与微观审慎监管类似的工具，例如对资

本、流动性、杠杆等提出要求，但两类工具的视角、针对的问题

和采取的调控方式不同，可以相互补充，而不是替代。宏观审慎

政策工具用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是在既有微观审慎监管

要求之上提出附加要求，以提高金融体系应对顺周期波动和防范

风险传染的能力。宏观审慎管理往往具有“时变”特征，即根据

系统性金融风险状况动态调整，以起到逆周期调节的作用。 

第十五条 针对不同类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政策工

具可按照时间维度和结构维度两种属性划分，也有部分工具兼具

两种属性。时间维度的工具用于逆周期调节，平滑金融体系的顺

周期波动；结构维度的工具，通过提高对金融体系关键节点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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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0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