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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现状分析

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和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以来
,

国外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方法包括风险管理方法不断

被介绍到国内
,

不少被国 内银行所吸收运用
。

国内商

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
,

但也存在许

多不能适应现代商业银行发展要求的不足之处
,

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 已经形成风险管理的概念
、

了 解风险管理

的 内涵
,

但尚未形成适应商业银行发展要求的风险管

理理念和风险管理文化
。

一是由于考评体系偏差
、

竞

争压力加大及机构负责人任期制等原因
,

部分分支机

构负责人仍把
“

规模立行
”

作为指导思想
,

过分看

重短期的经营规模
、

业务总量
,

而将
“

质量立行
”

停

留在 口号上
,

对长期的风险控制
、

稳健经营认识不

足
。

二是把风险管理摆在业务发展的对立面
,

认为风

险管理必然阻碍业务发展
、

业务发展必然排斥风险管

理
,

不少业务人员认为风险管理是设卡为难业务人

员
,

部分风险管理人员也简单认为风险控制就是少发

展业务以逃避责任
。

三是在风险管理上注重制度建

设
、

流程控制
,

而忽视制度
、

流程的执行者一一
一

银行

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

致使管理效果大打折扣
。

(二 ) 已经设立风险管理委员会或类似机构
,

但

尚未建立系统全面
、

相对独立
、

精简高效的风险管理

架构
。

一是风险管理委员会的独立性不高
、

权威性不

够
、

责权不明晰
,

许多经委员会讨论通过的事项还要

经行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后方能实行
。

二是风险管理层

次不够
,

风险管理停留在以盈利为 目的的业务决策服

务层面
,

未能上升到商业银行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
。

三是风险管理委员会基本上由机构的大多数中
、

后台

管理部门组成
,

机构庞大
、

成员众多
,

针对性
、

专业

性不强
,

导致决策程序较长
、

效率不高
。

(三 ) 已 经形成一套比较 系统的风险管理制度
,

但尚未建立 系统科学
、

简捷高效
、

霍盖全面的风险控

制流程体系
。

一是风险管理的重点放在信用风险和操

作风险上
,

资源分配主要集中在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

L
,

而对市场风险
、

流动性风险等认识不足
、

重视不

够
,

投人的资源与其重要性不匹配
。

二是风险管理主

要依靠相互制衡的机制
,

惯用
“

加锁
”

或增加环节的

方式
,

从而导致业务处理环节增加
、

流程拉长 ; 同时

由于环节增加
、

人员增加致使风险因素增加
,

与风险

管理的初衷背道而驰
。

三是在风险管理的四个环节即

风险的识别
、

度量
、

控制和监测上缺乏有效的技术手

段和实用工具
,

仍停留在定性研究管理阶段
,

定量研

究管理尚未开展
。

四是仍有少数业务处理流程存在制

度空白和控制盲点
。

(四 ) 已经初步掌握风险处理的墓本原则和方法
,

尚未建立及时 高效的风险应急处理机制
。

一是风险管

理重点关注事前控制
、

事后补救两个阶段
,

事中监

测
、

预警阶段着力不多
,

从而导致银行风险错过最佳

处理时机
。

二是风险处理过程中有关部门或机构分
_

l二
、

职责未能界定清楚
,

风险处理流程难以确定
,

从

而导致风险处理过程中部门或机构互相推诱
、

坐失良

机
。

(五 ) 已经初步建立风险管理人员队伍
,

尚未建

立素质较高
、

责任心强
、

经验丰富的风险管理专业队

伍
。

目前
,

国内商业银行大多已初步形成比较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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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经营管理人员队伍

,

但相对而言
,

风险管理人员队伍

人数不足
、

基础薄弱
、

稳定性差
。

二
、

国外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发展趋势

(一 ) 风险管理文化和理念
.

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正在逐步形成涵盖全面风险管

理
、

全员风险管理
、

风险与回报的平衡
、

风险管理为

银行增值
、

风险管理与业务拓展紧密合作及多层次主

动性的风险管理等内容的风险管理文化和理念
,

在风

险管理中特别强调以下几个关键理念
:

一是从贷款获

取的息差是存贷款利差减去发放可能产生的风险损失

后的余额
;
贷款回报是不对称的

,

收益有限而确定
,

但损失则不确定
。

二是实行审贷分离后
,

信贷审批人

员所掌握的信息质量和数量应优于客户经理所提供的

信息质量和数量
。

三是信贷风险管理 (包括贷后管

理 ) 必须从单个风险和组合风险两个层面同时进行
。

(二 ) 风险管理框架和模式
。

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正在形成以业务单元制或业务

条线制为主的矩阵式的风险管理框架
。

在公司治理结

构上
,

一般在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
,

负责制定

全行风险管理政策
、

原则和标准
,

并细化到各个风险

主题
,

涵盖所有的风险类别
,

满足银行内部和监管当

局对风险管理的要求
。

在不同层面
、

不同地区和不同

业务单元分别设立风险官
,

分别负责所在领域的风险

管理工作
。

各种风险类别的承担者根据
“

最基本的控

制标准
”

对其风险类别下的各个风险主题负责
,

一种

风险类别的承担者对其团 队内的该项风险负责
。

(三 ) 风险管理基本原则和运作机制
。

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现行的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呈

现出以下特征
:

一是风险管理必须与业务计划和策略有机结合
,

要求平衡风险与收益
、

支持的银行整体策略
、

将风险

限定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

二是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
、

与

业务单位对应的原则设立信贷组织架构
,

信贷主管积

极参与包括从业务拓展
、

信贷审批
、

组合评估到贷后

管理的业务全过程
。

三是信贷风险决策与盈利责任分

离
,

所有风险都要在全行范围内进行综合系统的统计

和报告
,

所有风险都要经过独立的风险管理人员审批

后由相应业务人员 在一定的额度范围内进行管理
,

所

有风险和因承受风险所带来的收益均由某一特定的业

务单位拥有和管理
。

四是风险管理要做到人人有责并

确保风险承担的纪律性和集中性
,

及时预测所有风险

发展并及时作出反应
,

通过市场运作更积极
、

更系统

地化解风险
。

近年来
,

国际先进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实际运作

中主要体现以下特点
:

一是由风险管理委员会制定统一清晰
、

连贯一致

的风险管理政策
、

制度和标准并监督执行
,

在业务单

位内指派相应的信贷主管并在其所辖业务条线内授予

其包括信贷业务
、

信贷产品及风险评级的最高等级的

信贷审批权
。

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对留存信贷组合进行

信贷估值调整 ( c v A )
,

运用违约调期 (C D )S
、

贷款二

级市场售让和结构性交易等工具
、

手段积极进行避险

管理
,

对与信贷风险和资本占用相关的贷款定价和风

险进行计算
,

确保信用违约调期交易和其他避险策略

的执行
。

三是风险管理部门通过运用内外部信息技

术
,

在全球范围内对信贷风险评级进行独立评估和验

证确认
; 审计稽核部门负责确保业务单位运作遵守信

贷政策
、

信贷程序并不间断地评估内部信贷风险管理

控制环境是否健全
。

四是建立客户经理和风险经理平

行作业的业务运作模式
,

强调风险经理必须
“

前端介

人
” 、 “

全程参与
”

和
“

主动管理
” ,

要求风险经理

贷前介入
、

贷中交叉核对
、

贷后风险监管和预警
。

三
、

完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建议

(一 ) 设立科学的绩效考评体 系
,

引导分支机构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

实现可持续发展
。

绩效考评是实现组织发展战略
、

落实经营管理责

任
、

增强经营目标约束的重要方法
。

我国商业银行必

须从绩效考评体系上人手
,

引导分支机构树立和落实

科学发展观
、

实现可持续发展
。

一是要充分发挥绩效

考核的导向作用
,

建立以利润
、

经济增加值
、

资产质

量为主要指标的
“

质量型
”

绩效考核体系
,

逐渐实行

以经风险调整的资本收益 R A R O C 为主要指标的绩效

评估办法
,

改变以存贷款数量
、

资产规模和业务总量

为主要指标的
“

规模型
”

绩效考核体系
,

引导机构负

责人处理好规模
、

质量和效益之间的关系
。

二是要建

立长期
、

连续的绩效考评制度
,

鼓励分支机构稳健经

营
、

持续发展
,

抑制分支机构负责人的短期行为
,

谋

求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

(二 ) 树立正确 的风险管理理念
、

培植健康的风

险管理文化
。

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和健康的风险管理文化是商

业银行实现有效风险管理的基础保障
。

我国商业银行

需要采取多种方法加强风险管理知识教育
,

树立
“

全

面风险管理
、

全员风险管理
”

的风险管理理念
,

让员

工充分认识商业银行风险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风险管

理的持久性
,

真正理解商业银行能够识别
、

监测
、

度

量和控制风险
,

但不能回避风险
,

商业银行能够通过

主动的风险管理来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

同时全面

培育健康的风险管理文化
,

实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

目标由
“

管住风险
”

向
“

为股东创造价值
”

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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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涵盖事前预测
、

事中控制和事后处置的全过程风

险管理行为
,

将风险管理贯穿到所有员工和所有业务

中去
,

建立良好的风险控制文化
,

形成风险控制的文

化氛围
、

风险防范的道德评价和职业环境
。

(三 ) 建立 系统全面
、

相对独立
、

简捷高效的风

险管理架构
.

“

责权分明
、

平衡制约
、

简捷高效
”

的组织架构

是保证组织运作有序
、

提高组织效率
、

实现组织目标

的基础
。

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在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上进

行有效的重组
。

一是根据
“

责权分明
、

平衡制约
、

规

模健全
、

运作有序
”

的原则
,

建立
“

风险控制权
” 、

“

制度制定权
” 、 “

业务操作权
”

三权分离的风险管

理组织体系
。

二是整合中
、

后台管理部门
,

构建独立

性强
、

权威性高
、

责权明晰的风险管理委员会
,

集中

统一管理全行风险管理政策
、

制度
、

标准的制定
、

执

行和监督
,

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信用风险
、

市场风

险
、

操作风险等若干由少数相关部门组成的风险管理

小组
,

作为相关风险管理的决策机柯
。

三是设立独

立
、

权威的风险管理部门
,

负责组织和实施全行的风

险管理工作
,

负责全行风险管理政策
、

制度和标准的

执行
、

监督
。

四是在主要业务部门推行风险经理制
,

负责本部门各类风险的 日常监测
、

评估
、

管理和报

告
,

在业务处理过程中实行客户经理
、

风险经理平行

作业制度
,

要求风险经理贷前介人
、

贷中交叉核对
、

贷后风险监管和预警
,

实现业务处理风险实时监控
。

五是建立动态风险管理考评体系
,

对各级机构的风险

管理工作进行动态考评
,

作为绩效考评的重要指标
。

(四 ) 建立 系统科学
、

简捷高效
、

覆盖全面的风

险控制流程体系
。

国际灾难精算师协会 ( C
a s u a l yt & cA tu a ir a l s oc i

-

eyt ) 认为
“

全面风险管理是各行业的组织机构为了

使投资人的长短期投资达到升值的目的而对各方面的

风险进行估算
、

控制
、

规避
、

补救和监督的过程
。 ”

风险控制流程是否系统全面
、

简捷高效是实现有效风

险管理的关键之一
。

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就此进行不断

的完善
。

一要实现风险管理的范围由单项风险管理向

全面风险管理过渡
,

确保风险管理能够覆盖所有业务

和所有环节的一切风险
,

即所有风险都有专门
、

对应

的岗位来负责
,

确保风险管理能够识别商业银行面临

的一切风险
。

二要全面梳理业务流程
,

在控制风险的

前提下
,

减少业务处理环节
、

缩短业务处理流程
,

填

补制度空白
、

消除控制盲点
,

建立简捷高效
、

覆盖全

面的风险控制流程
。

三要充分运用现有的历史数据
、

客户资料和市场信息构建涵盖风险识别
、

风险分析和

风险监测的管理信息系统
,

在此基础上构建风险预警

系统
,

实现风险管理由静态向动态
、

由事后向事前转

变
。

四要采用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和工具
,

实现风险

管理由简单量化向深度度量过渡
。

〔五 ) 建立反映迅速
、

及时有效的风险应急处理

机制
。

建立反映迅速
、

及时有效的风险应急处理机制是

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种风险
、

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的关

键
。

我国商业银行为此需要在风险管理委员会下设立

由相关部门组成的信用风险
、

操作风险
、

市场风险等

各类风险管理小组
,

负责处理各类风险
,

明确各小组

及组成部门的职责
。

制定处理和控制各类风险的操作

流程
,

明确各级机构的处理权限和报告路径
。

运用风

险管理信息系统和风险预警系统来识别
、

分析和监测

风险
,

综合使用各种风险控制方法来控制和化解风

险
、

减少损失
。

(六 ) 建立风险管理的后评价和持续改进机制
。

“

事后评价
、

持续改进
、

不断完善
”

是组织机构

保持活力
、

长盛不衰
、

基业长青的不二法门
。

我国商

业银行为此应该明确审计部门的风险管理后评价职

能
,

将内部审计的职责延伸至风险管理的所有过程和

每一环节
,

对风险管理的时效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
,

督促风险管理部门和业务经营部门持续改进
、

不断完

善风险管理
。

同时还必须进一步完善问责制度
,

建立

公平
、

公正的责任认定和追究制度
,

建立风险管理的
“

激励相容约束
”

和执行驱动力
,

确保风险管理达到

预期效果
。

(七 ) 建立素质较高
、

责任心强
、

经验丰富的风

险管理专业队伍
。

一是对现有风险管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

选拔优

秀人才深造提高
,

培养他们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理

念
,

不断更新他们的风险管理知识
,

提高他们的风险

管理水平
,

培养 自己的风险管理专家队伍
。

二是积极

吸纳国内外优秀人才
,

促使国内外商业银行的先进管

理技术和经验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实践中
“

引进消化
” ,

从而推动国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人员素质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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