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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应对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之策
■ 郑联盛 杨晓晨


在此类金融机构短暂停 留 ， 随后发挥通道作用 ， 部分进入实体经

２０ １ ６年开始 ， 中 国人民银行将２０ １ １年以来实施的差别准备金 济
，
此类规模可能较少 ， 另

一

种情况是较多 资金在进行期 限和利

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调整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Ｍ ａｃｒｏ率置换 ， 可能存在资金空转 问题 。

Ｐｒｕｄ ｅｎ ｔｉ ａ ｌＡｓｓｅｓｓｍ ｅｎ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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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全面有效地管理金融部门第 二 ， 强化资本充足率标准 。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一

共 ７类指

多 元复杂 的资产端 ， 加强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整作用 ， 进
一

步完标 ， 分别是资本和杠杆情 况 、 资产负债情 况 、 流动性 、 定价行

善宏观审慎政 策框架
，
防范系统性风险 ，

保 障金融体系的稳定 为 、 资产质量 、 外债风险 、 信贷政策执行等
，
但是 ， 资 本充足率

性。是核心指标 ，

一旦资本充足率不达标 ， 该机构宏观审慎评估就不

从金融稳定的角度 出发 ， 差别准备金动态调 整和合意贷款管合格 ， 资本充足率指标具有
“
一

票否决
”

的性质 。

理机制
“

升级
”

为更为全面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是重大的金融稳第 三 ， 从时点管理到 日 常管理。 中 国人民银行不再设立信贷

定 举措 ， 适应了我国金融体系资产端多元变化的新形势 。 在这个 额度 ， 根据需求进行调整
，
按照季度进行事后评估 ， 但 同时按月

政策实施的过程 中 ， 银行业机构的发展理念 、
业务模式 、 风险管 进行事 中监测 和引导 。 这意味着此前银行机构季度末时点调整指

理等诸多方面将面临着较大的转型调整压力 ，
商业银行需要主动标的意义就大大淡化了 ， 需要更加平稳真实地维持相关监管指标

作为 ， 积极应对。的稳定性。

第 四 ． 从存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到市场化利率定价。 由 于利率

宏观审 １真评估体系的监管转变市场化的加速推进 ，
特别 是存贷款利率限制的取消使得存贷款基

从监管理念上 ，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相对于此前的监管体系而 准利率的基准性弱化 ， 金融机构 自主定价的能力就成为风险管理

言
，
是
一

套更为全面
、
更具针对性的金融稳定政策框架 ， 反映了

监管当局对于金融体系资产配置和风险管控的能动应对 ， 更加注

重金融部 门之间 的内在关联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应对 。 相对于差别
一＊ 司 ： 存款性公 司

？
权

——其他存款性公司 ： 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
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而言 ，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监其他存款性公司 ：

对其他居民部门债权
〇 〇０００ ０

－

Ｉ

管举措有四个重大的变化
：
３０００００

２ ５００００



第一 ． 从狭义信贷管理到广义信贷管理 。 中 国人民银行将此２ａｘｘ）Ｑ


ｙ
ｗ
Ｊｊ

前狭义信贷的管理转为广义信贷的管理 ， 将债券投资 、 股权及其

他投资 、 买人返售 、 存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等新型资产端组５００００
－

成部分悉数纳入到管理体系之中 。 过去几年 ， 存放非存款类金融ｓ ｂ ｓ ｂ ｓ Ｓ ｓ Ｓ ｓ ｂ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ｓ ｂ ｓ Ｓ ｓ
｜Ｉ ＩＩ ＩＩ ｒ Ｉ Ｉ Ｉ Ｉ Ｉ Ｉ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机构款项增长迅猛 ， 截至 ２０ １ ６年２ 月 ， 该款项 已达 ２ １万亿元
，
这８ § ５ ５ § ３ ３ ３ ２ ２ 二 二 ２ ２ ２ ２ 艺 ２ ２ ２ 竺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ＣＮ ＣＭ ＣＮ Ｃｓ

Ｊ

ＣＭ ＣＮＩ

ＣＮＩ

ＣＮ ＣＮ ＣＮ ＣＮＪ ＣＭ ＣＮ Ｉ Ｃｎ Ｊ Ｃ ＇Ｊ ＣＮ ＣＭ ＣＭ ＣＭ ＣＮ ＣＮ
Ｉ

说明相对宽松的货 币政策导致的流动性释放可能并没有真正进人Ｐ

资料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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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而是流到非存款类金融机构表内 。 随后 ，

一

种情况资金图 １ 金融机构部分资产增长情况 （亿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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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营发展最为核心的竞争力 。 中 国人民银行要求金融机构要提周期缓冲资本为风险加权 资产的〇
￣

２ ． ５％且进入核心
一

级资本 ，

高 自主定价能力 和风险管理水平 ，
约束非理性定价行为 ， 防范其而在宏观审慎评估 体系 中则需要根据广义信贷的 口 径来进行要

潜在的系统风险 。求 。 对于传统信贷之外的 资产配置增长较快的机构 ， 逆周 期缓冲

资 本金的要求有可能超过 ２ ． ５％
， 甚至可能超过风险加权资产的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对商业银行的影响资 本金水平 。 当然 ， 对于Ｍ ＰＡ体系 和商业银行资本金管理办法

从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到宏观审慎评估可能 出现的 缓冲 资本监管标准不宜的 问题需要监管当局进
一

步明

体系的政策变化中 ， 对于银行业机构的影响将是较为深远的 ，
特 确 。

别是对于资产配置 、
资产 腾挪 、

资本金 、 发展模式等将带来较为在资本金要求强化的情况下 ， 银行业资本消耗高的业务可能

重大的影响 。面临较大的压力 ， 资本的稀缺性亦可能 日 益凸 显 ， 这对于银行 的

一

是
“

大资管
”

模式的 资产配置方式面临重 大约束 。 最近 融资能力提 出了挑战 。 同时 ， 由于 负债端的成本在利率市场化的

几年来 ， 随着金融不断深化 ，
金融创新 日 益凸显 ， 影子银行体 系

和创新性资产不断膨胀 ， 这给银行等金融机构的 资产配置带来了

巨大的市场空间 ， 同业业务 、 债券投资 、 股权投资 、 买入返售以
一

资金运 用 ： 股权及其他投资

＿
—资金运用 ： 有价证券

及存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款项 等业务 发展较为迅猛 。
但 是 ，

在一
—资金运用 ： 同业往来 （运用方 ）

Ｍ Ｐ Ａ的 框架下
，
广 义信贷将涵盖五个领域 ：

一

是各项贷款 ， 二

—

考
金运用 ： 各项贷款 ： 境内贷款 ： 票据融资



是债券投 资
，
三是股权及其他投资 ，

四是买人返售资产 ，
五是存＝

放非存款类金 融机构款项等 。 这样 ， 此前银行等金融机构十分８＿ ＇

／
－

６００００ － —人^
盛行的

“

大资管
”

资产配置模式将被纳入到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之４＿ 
一

中
，
接受广义信贷指标的约束 。 这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配

置将带来实质性的 挑战 ， 特别是 ２〇 ｉ ５年开始飙升的股权投资将面
〇 〇 〇 ？

—

？
— ？—ＣＮ Ｉ ＣＮＩ ＣＭ ＣＯ ＣＯ ＣＯ寸 寸 寸ＩＤ ＩＤ ＬＯ ＣＤ

二是 表 内资产腾挪必要性和可行性在降低 。 Ｍ ＰＡ在资产端
资料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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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个影响在于对资产腾挪的约束 。 此前 ， 每个季度末前后资图 ２ 中资全国性中 小银行资金运用情况

产大腾挪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
当 然 ， 这和存贷 比等监管指标不适

应金融发展的需要相关之外 ， 主要还是银行等机构能动规避监管

指标行为所引致的 。 在广义信贷管理模式下和 日 常监测体系下 ，

一 商业银行 ：

一级资本充足率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腾挪将受到很大的限 制 ， 比如代持 、 同业商业银行 ： 资本充足 率

（ ％ ）商业锒杆 ． ４心＿级资太充足率
投资 、 特殊 目 的主体 （ＳＰＶ ） 投资等都较难规避广义信贷和 日 常

１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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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的约束 。 １ ３

＾
^

三是资本金成为 银行部门 宏观审慎 的核心约束 。 资本金是
１ ２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最为核心的指标 ，
也是人民银行进行逆周期管

１ Ｃ）
，

＿

理的主要工具之
一

， 最为核心的变化是将以广义信贷的 口 径来要９ ｜
一

一 ＿ ，

求资本金 。 人民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要求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

一令 令 〒 今 〒 〒 今 今 〒 今 － 〒 琴 令 〒 今 今
０） ＣＴ） ０Ｄ

〇 〇 〇 ？

—

Ｔ
－

ＣＭ ＣＮ ＣＮ Ｃ０ Ｃ０ Ｃ０对 寸 寸 ＬＯ ｉｎ ｍ

是风险加权资产的资本指标 ， 这是根据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金管§ § § § § § § § § § § § § § § § § § § § §

理办法 的要求来计算的 ， 所有机构基本是同样 的标准 ，
亦不受资料来源 ：

Ｃｈ ｏ ｉ ｃｅ数据库

ＭＰ Ａ的 影 响 ，
二是逆周 期麵的 缓冲资本指标 ， 银监会规定逆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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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具有
一

定的刚性 ， 难以有效 的下降 ， 而广义信贷管理模式流动性 问题 ， 需要从实体部 门吸收新的资金 ， 需要考虑银行资金

下资产端的收益面临重大的压力 ， 银行的计财部门 、 风险管理部的来源 问题。 未来 ， 企业和居 民的资金或将再度成为银行业争抢

门等的管理压力将明显增大 。的资源 。 由于资金来源问题 ，
部分 中小银行可能陷入较大的资产

四是银行业发展模式面临重新选择问 题 。 此前 ，
以 同 业业负债难题。

务作为支撑的金融市场业务发展成为银行业的重要模式选择 ， 但三是中介业务将成为重要业务选择。 中介业务对于银行而言

是 ，
随着广义信贷的宏观审慎管理实施之后 ， 同业业务的规模将是不 占用资本的 ，

是在资本主导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下的重要发

受到 较大的影响 ，
特别是依靠短期同业负债来进行长期资产配置展方向 。 这对于综合服务能力较弱的 中小银行将是较大的难题。

的发展模 式将面临重大的约束 。 而且 ， 随着利率定价进
一

步市场四是资产证券化迎来新的 发展机 遇 。 资产证券化可 以解决

化
，
银行 间市场的信用 利差将逐步呈现 出现 ， 资本充足率低 、 融 银 行两个 问题 ：

一

是更好地进行资产负债的 期 限匹配 ，
二是有

资能力差 、 存款资源少 、 过度扩张表外业务特别是非标业务 、 存效地降低资产的风险权重 。 比如 ，

一

般信贷资产的风险权重是

在明显期限错配的银行机构将面临较大 的生存压力 ； 对于经营相１ 〇〇％ ， 在资产证券化之后风险权重基本可以降到 ２０％
， 资本消耗

对稳健 、 资本充足率高 、
表外非标业务较为有限的大中型银行影的幅度可以大大降低 。 资产证券化对于资本充足率为

一

票否决制

响相对较小。的宏观审慎评估体 系而言是重大的发展方向 。

五是表外资产业务差异化发展 。 银行需要考虑表外业 务在

胃业 ￥艮行应对之策银行机构经营管理的定位和作用 。 此前 ， 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与社会融资总规模相似 ， 主要是对金融深 要合理控制理财资金投 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总额 ，
理财资金投

化和金融发展的
一

种制度性适应 ， 对于提高政策有效性 ，
防范系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总额在任何时点均 以理 财产 品余额的 ３ ５％与

统性风险 ，
保 障金融体系稳定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对于银行业商业银行上

一

年度审计报告总资产的４％之间孰低者为上 限 。 部

而言 ，
这个评估体系整体是

一

个审慎政策框架
，
更多是为 了让银分银行机构通过扩大表 外资产业务的规模 ， 获得更高的收益 ， 但

行更加注重资产配置真实风险 ，
更加注重充足资本金 ， 更加注重是 ， 在广义信贷管理框架下 ， 虽然表外业务 自 身受到宏观审慎评

强化非传统信贷管控 ， 更加注重 日常信贷管理 ， 也更加注重全国估体系影响较小 ， 但是 ， 表外业务对接的负债端受到宏观审慎评

性重要机构的风险管理 ， 但是 ， 银行业在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强 估体系较大的影响 ， 不同银行的未来发展路径将呈现差异化的特

化的趋势上如何进行业务模式转型 、 创新发展 、 稳健经营等是未征 。 对于 同业业务强 、 存款吸收能力强的大 中型银行 ， 表外业务

来 的重要任务 ， 表内 外资产轻 、 资本消耗少 、 中 间业务多 、 资产实 际上是较好的发展领域 ， 比如非保本理财的拓展将具有更大的

证券化程度高或将成为银行发展的模式选择。竞争优势 。 对于同业业务弱 、 存款吸收能力弱的中小银行 、 城商

—

是同业业务创新值得期待 。 同业业务的创新发展在过去几行 、 农商行等 ， 由于此前突破区域限制的非标资产业务受到负债

年十分迅猛 ， 亦为一些银行的转型发展提供 了市场基础
，
但是 ，端的影响 ， 依赖表外业务的扩张来获得银行机构发展动力的路径

由 于买入返售等业务需要纳入到广义信贷之 中 ， 那么同业业务的需要重新审视 ， 此类机构较为合理的选择或难以避免的结果是降

规模将受到 较大的限制 。 对于银行业 ， 是不是要降低同业负债的低表外资产业务的规模。 从监管的角度上
，
由于 中小银行机构的

规模 ， 这个对于不同银行或有不同的结论 。 对于风险能力强 、 期风险管控能力相对较弱 ，
这对于金融稳定是有益的 ，

但是 ，
对于

限管理较好、 负债相对多元的银行 ， 同业业务仍是其重要的 业务中小银行机构的发展将带来较大的压力 。 ？

单元。 从银行业整体来说 ，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的 实行可能引 发新（作者单位 ： 郑联盛 ，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

一

轮同业业务创新 。杨晓晨 ， 上海志奕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

二是资金来源争抢现象或再现 。 此前 ， 有些银行可以运用金

融市场来获得资金与资产端进行匹配
，
但是

，
在广义信贷管理模

式下 ，
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通过内部相互交易来解决整个体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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