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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商业银行激励约束机制建设 ZHUANTI:SHANGYEYINHANGJILIYUESHUJIZHIJIANSHE

■　邹志明

我国商业银行绩效评估与考核中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业银行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

制，主要包括在明晰产权的基

础上，建立有效的委托代理机

制，完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通过一个较好

的制度体系，把激励与约束机制能够从决策

层面贯彻到客户服务层面，使银行的生存与

发展建立在先进完善的制度体系基础上；建

立有效的经营者选拔机制，选拔真正懂经

营、善管理、素质高的经营人才进行银行的

经营管理，建立责、权、利明晰并一致有效

的经营机制；改革经营者、员工的收入分配

机制，充分调动各个层次人员的积极性，为

商业银行的长期、健康发展而努力工作，为

股东创造价值等。而建立对各个层次科学的

绩效评估体系是建立完善我国商业银行激励

约束机制的基础。

商业银行绩效评估是对商业银行经营效

果的判断，既包括对客观经营结果的评价，也

包括对经营管理者主观行为的判断。商业银行

的绩效评估一般有三个主要层次：一是股东或

投资者对商业银行整体市场价值的评价，并据

以确定经营者或高级管理层的绩效；二是高级

管理层对银行内部的分行或事业部的绩效评

估；三是分行或事业部对一个经营团队或单个

员工工作能力和努力程度的绩效评估。

为了能对各个层次人员进行全面绩效评

估，很多商业银行都提出了建立包括“平衡

计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BSC）、

“关键绩效指标”（Key Process Indication，

KPI）方法在内的综合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并且将各个层次人员的收入分配、福利甚至

长期股权激励机制等与这些绩效评估的结果

挂钩，以达到实现商业银行价值增长、长期

稳健经营和快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是

由于传统的绩效评估指标存在一些问题，致

使商业银行花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

力，却难以达到预定的目标。

存在虚盈实亏的情况。

忽略了资本的价值。资本是一种稀缺资

源，资本的占用本身需要付出成本，这是一种

机会成本。这一成本可简化地用社会投资的

平均回报率来衡量。在理想的状态下，社会投

资的平均回报率应是趋同的，但在现实的经

济活动和微观的领域，资本的回报率是有差

异的。这种差异正是反映商业银行通过自身

经营与管理的努力，为股东创造的超额部分

的回报。而会计税后净利润、ROE 等指标就

不能直观地反映商业银行通过自身努力为股

东创造的超额回报。对资本的机会成本的忽

略，使得作为代理人的银行经营者或高级管

理层并不是以股东或者出资方的财富或价值

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而是片面追求会计净利

润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委托人与

代理人目标偏离的问题。

忽略了风险因素的存

在。商业银行是从经营与管

理风险中取得与风险匹配

的收益的，在取得与风险匹

配的收益过程中使股东的

资本价值增值。绩效评估的

指标体系就是商业银行经

营管理者的指挥棒，如用会

计净利润、ROE 指标进行绩

效评估，则将导致商业银行

的经营管理者不顾所承担

的风险，盲目扩充高风险的

资产业务，从而获得暂时的

高利润和超过平均水平的

ROE，这种行为蕴含着巨大

的潜在风险，而风险总有一

天会释放出来，这将严重损

害股东或出资者的长期利

益，违背了股东价值最大化

的经营目标。

传统的绩效评估指标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传统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中，作为最

重要的指标之一的财务指标体系中，如净利

润、股东权益回报率（ROE）、每股收益、剩

余收益（RI）等，大多是建立在会计利润的

基础上，这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以下主要问

题：

会计利润受到会计准则和会计处理方法

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会计利润是根据会计准

则和会计处理方法得到的净盈余，即使是在

同一会计准则体系、同一金融企业会计制度

下，由于采用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不同，会

计利润仍然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由于采用

的是权责发生制原则，会计利润在很多情况

下，特别是当资产质量较差的情况下，往往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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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与建议

既然商业银行绩效评估体系中的财务指

标存在着局限性，在建立评估指标体系时更

重要的是要掌握商业银行经营者在取得绩效

时是以承担何种风险为代价取得的，通过将

这些风险折算为成本，再与所取得的真实的

风险调整后收益进行比较，才能科学地衡量

商业银行的财务业绩表现，有利于商业银行

的长远、稳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商业银行应建立财务绩效评估的新思维

现代商业银行财务绩效评估的内在思

维，应从计算“每单位资本”所得利润转变

为衡量“每单位风险”下所能创造的获利。

凭借这种思维转变所产生的评估指标，才能

较真实地呈现风险下的真正绩效，并有效掌

握银行内部风险程度及获利状况，对资金与

稀少性资本资源做适当分配。

因此商业银行应摒弃传统的财务绩效指

标，引入调整风险后绩效评估（R i s k -

Adjuste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RAPM）、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

经济增加值（Eeconomic Value Added，

E V A）、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R A R O C）

作为财务绩效的评价指标。

商业银行应建立以新型的财务绩效评

估指标为中心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付

诸实践

引入新型财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需要一

个过程，从商业银行出资人或投资者、高级

管理层直至全行上下员工都应对这些概念的

内涵有一个比较深层次的理解和认同，要逐

步建立起与风险回报挂钩的财务绩效评估的

观念，使其形成一种企业文化而深入人心。

新的财务指标体系以调整风险后绩效、

经济增加值和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为基

础，但联系这些指标的关键工作之一是经济

资本（或风险资本）的分配。

风险后绩效评估（RAPM）是将会计上

的收益修正为风险调整后收益（r i s k -

adjusted return），将会计资本以风险调整

后资本（risk-adjusted capital）代替。因

此，任何 R A P M 模型基本上可以下列方式

表示：

商业银行应建立经济资本的配置体系

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是一种

虚拟的、以抵御银行的非预期损失的资本。

严格地讲，经济资本应等于风险资本加上商

誉，但在没有购买外来商誉计划情况下，经

济资本和风险资本的差别基本上可以忽略，

因此经济资本也称风险资本。

经济资本与会计上的账面资本、监管资

本有一定的联系，但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会计上的账面资本是银行财务报表中显示的

所有者权益，它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监管资本是指符

合监管当局对合格资本法规定义的银行合格

的资本工具，包括股东权益、公开储备等核

心资本，未公开储备、重估储备、一般准备

金、合成债务资本工具、次级定期债务等附

属资本，并扣除商誉、对附属银行和金融机

构的投资。一般而言，健康商业银行财务会

计账面资本的数量应当大于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的配置方法比较复杂，主要是

要建立各类风险计量的模型和内部基础数据

的积累，度量各类风险的非预期损失。由于

预期损失已经通过定价方式或预提各类准备

金的方式予以防御，要配置的经济资本只针

对银行非预期损失。

商业银行应建立和使用动态、完整、精

确计量财务绩效评估指标的内部系统或程序

建立新型的财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商业银行必须逐步

建立、完善内部的组织流程，并运用科技手

段，建立动态、精确的指标计算程序，才能

确保其有效实施，发挥应有的作用。

首先是解决数据问题，商业银行可以利

用新建会计核算系统、信息系统或对其进行

改造的时机，建立数据收集、汇总和分析的

系统。

其次，按照图１和图２两个图示，解决

各项风险计量、经济资本配置计量的方法问

题。

再次，利用科技的手段，建立程序，提

高指标计算的效率和准确性。如不凭借科技

系统是很难及时、准确地进行经济资本的配

置、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及其回报率的计算

的。而且利用程序，将使财务绩效评估指标

的运用内容和范围更深、更广，比如将其运

用于风险衡量、与收入分配挂钩的激励机制

等各领域。评价的范围更是突破了传统风险

管理与绩效评估方法各自为政的局面，横跨

各种业务与单位，甚至扩展及每个员工与客

户财务绩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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