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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论文摘要 

作为现代经济生活中心的银行业，其安全与稳定对经济生活来说至关重要。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大，银行的经营复杂程度不断提

高，银行面临的操作风险不断加剧，出现了一系列震惊国际金融界的操作风险损

失事件。如何有效管理操作风险、减少损失成为金融界 为关注的问题。因此，

巴塞尔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在 2004 年正式发布的《新资本协议》

中把操作风险纳入管理框架内，对国际银行业操作风险的度量和管理提出了新的

要求
①
。 

从我国来看，由于银行从业人员操作风险意识薄弱，风险管理方法比较落后，

管理经验不足，近几年由操作风险引起的大案要案频频发生，给我国造成了严重

的经济损失，既影响了银行的社会形象，也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如何

正确认识操作风险，借鉴国际先进管理经验，吸取管理失败的教训，建立科学有

效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提高操作风险管理水平成为我国银行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首先阐述了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内涵、操作风险的分类和特征，分析了

我国商业银行加强操作风险管理的必要性。然后重点对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

风险状况以及操作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指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操作

风险管理的缺陷。 后从国外以及我国银行的风险管理框架、风险管理流程和量

化管理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风险管理 

                                                        
① 任岚，《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及其对中国金融业的严峻挑战》，《国际金融》，2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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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As the core of economic activities, banking industry’s security and stabilization 
is critical for economy. Since 1990s, scales of banks have enlarged rapidly, and the 
operation complexity has reached a now level. As a result, banks face more and more 
operational risk which leads a series of striking failures in operational risk. How to 
evade operational risks and make loss minimum, become a hot topic of finance. So, in 
2004, Basel Committee released. 

“New Basel Accord”, which takes operational risk into the framework of 
manage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new requirement on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bank operational risk. In China, the weak awareness of 
operational risk of practitioner in bank, behindhand methods of risk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lack to experience have led so many occurrences of case caused by 
operational risk, which make China so much economy loss and furthermore affect 
both social image of bank and the normal social order. As a result, how to take a 
correct attitude to operational risk and to establish a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advanced management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failure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becomes a problem, which should be 
solved as soon as possible. 

In this dissertation, the author first expatiates on the connotation of operational 
risk of commercial banks, its classif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analyses the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operational risk. Secondly,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operational risk,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bankrupt of Barings，find outs its cause 

with the respect of both system and management and sums up the lessons we should 
learn form this case. Then the author addresses the status of operational risk of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s in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points 
out the defect in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in 
China. At last,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 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framework, 
process and quantification of operational risk management. 

 

Key Words: Commercial bank；Operational risk；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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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操作风险是商业银行经营活动中所面临的 古老的风险种类。与市场风险、

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相比,商业银行对操作风险的理解、认识和管理都处于较

低水平。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金融机构因操作风险已经损失了 2000 多亿美元。

巴塞尔委员会在 2002 年举行过一次全球性操作性风险调查,被调查银行共计报

告 47269 起损失金额超过 1 万欧元的操作性风险事件,平均每家银行发生操作风

险事件 528 起。操作风险频繁引爆,破坏力量之大令人震惊,建立和完善操作风险

管理体系已经成为现代商业银行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1.1 研究背景 

金融银行业作为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其安全与稳定发展是整个业界乃至社

会都十分重要，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大，交易金额迅速

放大，经营复杂程度不断加剧，出现了一系列震惊国家金融界的操作风险损失事

件，如何管理操作风险则成为国际金融界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前沿问题，于是，巴

塞尔委员会自 2001 年以来，连续三次发表咨询报告，与业界磋商如何建立稳妥

的操作风险管理与监管机制，并要求金融机构为操作风险配置资本金。 

近几年来，国际金融机构逐渐进入我国市场，这给国内金融机构带来了巨大

的竞争压力，又加上我国金融机构希望提高管理水平与国际接轨，因此操作风险

也进入了我国金融界一批学者的视野，而且，由于长期我国金融机构风险意识相

对薄弱，管理方式相对落后，管理经验不足，软硬件设备不够先进，操作风险管

理难度大，发现危机和应对危机的能力都相对比较低，所以操作风险给我国银行

业带来了不少的损失，是我国金融机构面临的 主要的风险之一。 

因此，加强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管理和研究，建立科学有效的操作风险管

理系统，对提高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增强其安全性、盈利性和竞争能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外的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中只注重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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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和控制，操作风险的管理一直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1995 年 2 月巴林银行

的倒闭突出说明了操作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日本大和银行也因类似的管理不善导

致其在债券市场上遭受了约 11 亿美元的损失。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由于风

险管理水平的落后，对操作风险的识别和控制更是长期以来忽视的问题。但是，

随着金融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轨，经济金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其中组织结构的不合理、

公司治理的缺陷、企业文化的缺失等问题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我国商业银行

操作风险的沉积。近一段时期以来，各类情节恶劣的银行大案、要案频繁在媒体

曝光。2004 年，工、农、中、建、交 5 家银行共发生和发现各类案件 354 件，

特别是刑事犯罪案件频发，内外勾结案件凸现。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 2005 年 

6 月对媒体表示： 近银行业出现了一些丑闻和重大案件，总结了三个“80%现

象：“一是职务犯罪增多，尤其是一把手犯罪问题严重，涉案金额大幅度上升，

和往年相比，增长率接近 80%；二是 80%的银行案件发生在基层银行；三是内外

勾结案件增多，占案件量的 80%。2005 年 3 月我国银监会宣布下发
①
《关于加

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提出 13 条防范操作风险的意见，并督促银

行机构落实“内控十三条”。可见管理层已经高度重视操作风险的防范。 

但操作风险管理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还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对其认

识、衡量、控制等方面都亟待完善。操作风险案件的频繁发生充分暴露出我国国

有商业银行在组织结构、公司治理、内部审计等方面的深层次矛盾。根据加入 WTO 

的承诺，我国银行业在 2006 年全面开放。在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我

国银监会2005 年 3 月 28 日下发了：《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

一文，要求各商业银行从源头上寻找操作风险发生的原因并采取行之有效的防范

措施，如不采取强力的控制和防范措施，操作风险将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乃至整

个金融系统产生严重的破坏力。笔者作为一名商业银行中从事内部控制的管理人

员，不禁为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而担忧，因此产生了深入探究和寻求解决问题有

效途径的冲动，故此选择“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研究”作为研究课题，谨为在

我国这样一个转轨时期的特殊经济金融环境下，探索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的新

思路，为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水平献计献策。 

                                                        
① 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大防范操作风险工作力度的通知》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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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详尽分析和研究，首先对商业

银行操作的分类，成因等进行分析，其次主要是借鉴巴塞尔委员会对操作风险的

有关规定和国外发达国家对操作风险管理的经验，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的

管理进行探讨和分析，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希望有助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

的控制和管理，提高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力。 

1.3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发达国家对操作风险的关注和研究是开始于 90 年代，当时金融创新层出不

穷，商业银行的盈利空间在迅速扩大的同时伴随的操作风险也日益突出，类似巴

林银行“里森”事件的低频高危事件显示出，即使商业银行符合资本充足率的要

求，也可能因为操作风险而陷入经营困境，甚至导致破产。 

一直以来巴塞尔委员会对操作风险的监管都比较重视，在操作风险正式被纳

入新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要求之前，对操作风险监管的讨论已经纳上议程。总

结近十多年来巴塞尔委员会在此方面研究的进展，代表性文献包括：《计算机和

电讯系统中的风险》（1989 年 7 月）、《衍生产品风险管理指引》（1994 年 7 月）、

《电子银行和电子货币业务的风险管理》（1998 年 3 月）等文件中都涉及了操

作风险的监管方法。1998 年 9 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首次发布了《操作风

险管理》的咨询文件，着重强调了控制银行操作风险的重要性。1999 年 6 月，

在新巴塞尔协议中，操作风险正式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一起纳入到资本充足率

的计算框架中。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对操作风险监管的实践在巴塞尔委员会的示

范性作用之下，也逐渐将操作风险监管提上议程。各国当前在操作风险监管原则

方面较为重要的实践包括：2002 年 6 月，美国的 Sarbanes-Oxley 法案第 302 

条提出建立有效的控制程序以确保提交资料的正确性，并对有签字权的官员的职

责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第 404 条提出建立有效的控制程序以确保财政报告的

准确性。2002 年 7 月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 FSA（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

在一系列咨询文件的基础上，公布了关于操作风险系统和控制的文件（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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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142），准备在综合各方意见后实施。文件的内容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对操作

风险的内容管理，二是对操作风险的流程管理。在内容管理上，CP142 采用 SYSC

（Senior Management Arrangements, Systems and Controls）的方法来管理控

制形成操作风险的因素，包括人的因素、过程和系统、外部事件及其它变化、外

部采购和保险。在流程管理上，FSA 建议使用 PSB（Integrated Prudential 

Source book）方法，主要包括风险识别、评估、监测、控制和记录。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际商业银行对操作风险的管理处于探索性的初级阶段，我国的操作风

险管理更是处于初级阶段之初级阶段。 

王森、张丽娟、邓琼翻译的由巴塞尔委员会于 2003 年 2 月颁布的《操作

险管理与监管的稳健做法(一)(二)》，这是国内金融权威期刊登载的巴尔委员会

有关操作风险的资料，是国际银行界对操作风险管理的初步经验总和前瞻考虑。

全文系统的介绍了有关操作风险管理的原则和方法。巴曙松（2003 )出版了国内

全面研究新协议的著作，书中用了相当篇幅介绍和分析了新协议中操作风险规定

的发展演变及其引入操作风险对我国银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等。通读后可发现其

对操作风险研究尚不够深入。 

关于操作风险管理方面：王廷科（2003）分别就(1)《新协议》将操作风险

纳入监管框架的重要意义，(2)商业银行引入操作风险管理所面临的压力，(3)

我国商业银行引入操作风险管理的策略选择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但没有提出我

国引入操作风险管理的具体对策。 

饶育蕾、贺雪迎（2000），对操作风险的定义进行了简要的表述。并对当前

我国银行业的现状及操作风险的成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

议，但分析并不深入，缺少相应的数据是其不足之处。 

黄聚河（1999），对管理操作风险，技术操作风险，道德风险，信息技术系

统风险，以及物质上的重大灾难风险进行了表述，属于理论上的探讨，并没有联

系到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也缺乏相关的数据描述。 

张黎（2003），紧密联系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分别就(1)我国商业银行

基层营业机构前台业务的操作模式；(2)联系到前台业务中发生的部分案件，从

案发情况审视前台业务的操作风险，从中得出了管理或流程上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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