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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4年 6月 26日，十国集团的央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当局负责人一致通

过了《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新巴塞尔资本协

议》，并决定于 2006 年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新资本协议标志着国际银

行风险监管正由监管资本时期逐步进入经济资本时期。本文认为以推进经

济资本监管为主要特色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我国实施的条件还不成熟。

但是，我们应以新巴塞尔协议为目标，在某些有可能率先突破的领域，例

如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信息披露制度、内部评级制度和外部评级制度等，

找出现实问题然后积极创造条件予以解决，以各个突破的方式，从量变逐

步实现质变，争取早日达到新资本协议的实施要求。 

 

 

关键词：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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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ne 26 , 2004, central bank governors and the heads of bank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in the Group of Ten (G10) countries issued a prss release and 

endorsed the pub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rgens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a Revised Framework, the new capital adequacy 

framework commonly known as Basel II.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indicate international bank risk management enter economic capital period from 

supervise capital period progressively. This text think regard advancing the 

economic capital to supervise as main characteristic new Basel capital 

agreement even unripe terms have in whom our country implement. However, 

we should regard agreement of new Basel as the goal , may take the lead in the 

field that is broken through in some, for example bank capital sufficient to is it 

manage to lead, information announcing system , inside grade system and 

outside grade system ,etc., find out then realistic problem create terms solve , by 

way of each break-through actively, realizing the qualitative change from 

quantitative change progressively,the implementation trying to reach the new 

capital agree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is required. 

 

 

 

Key Words: 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Problem;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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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和我国银行资本监管 1

第一章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和我国银行资本监管 

第一节 新资本协议产生背景 

一、巴塞尔委员会的产生背景 

1974年，前联邦德国的赫斯塔特银行（Herstatt Bank）和美国的富兰克

林国民银行（Franklin National Bank）倒闭，震动了国际金融界，关于国际

银行监管的问题被提上了议程。同年 9 月，由国际清算银行(BIS)发起，美

国、英国、法国、前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加拿大、比利时、

瑞典（“十国集团”）以及瑞士和卢森堡等 12国中央银行代表在瑞士的巴塞

尔开会，讨论跨国银行的国际监督和管理问题，并于 1975年 2月成立了常

设监督机构——巴塞尔银行业条例和监管业务常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巴塞

尔委员会）。 

二、巴塞尔协议的诞生及其主要内容 

进入上世纪 80年代以后，国际银行业变革加快，在新技术革命、各国

资本市场自由化等因素推动下形成的放松管理浪潮，使金融市场趋于全球

化，银行业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其经营风险不断加大，彼此

之间的不平衡竞争日趋严重。为了避免这种不平等的局面和银行经营风险

日益增大给国际银行业带来的不稳定，提高银行承受风险的能力和投资的

安全系数，巴塞尔委员会经过数年的努力，1988年 7月终于推出了基本上

能为各国所接纳的、旨在改善国际银行监管的巴塞尔资本协议，全称为《巴

塞尔委员会关于统一国际银行的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以下简称《巴

塞尔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有四部分： 

1、 资本的定义。巴塞尔委员会将资本分为两层：一层为“核心资本”，

包括股本和公开的准备金，这部分至少占全部资本的 50%； 另一层为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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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有关问题的研究 2

属资本”，包括未公开的准备金、资产重估准备金，普通准备金或呆帐准备

金，带有股本性质的债券和次级债券。 

2、资产的风险数 。风险加权计算是指根据不同类型的资产和表外业务

的相对风险大小，赋予它们五种不同的加权数，即 0%、20%、50%和 100%，

风险越大，加权数就越高。银行的表外业务应按“信用换算系数”换算成资

产负债表内相应的项目，然后按同样的风险权数计算法计算。 

3、资本比率的标准。巴塞尔协议规定，到 1992年底，所有签约国从事

国际业务的银行其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应达到 8%，其中核心资本至

少为 4%。 

4、过渡期和实施安排。巴塞尔协议规定，从 1987年底到 1992年底为

实施过渡期，1992年底必须达到 8%的资本对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目标。 

《巴塞尔协议》的推出意味着资产负债管理时代向风险管理时代过渡。

由于监管思想的深刻、监管理念的新颖、考虑范围的全面以及制定手段和

方法的科学合理，这个协议成了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监管准则，此后

围绕银行监管产生的补充规定或核心原则或等，都是在该总体框架下的补

充和完善。 

三、巴塞尔协议的发展——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产生 

在执行 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过程中，暴露出许多缺陷和不足。例

如该协议仅涉及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对日益增多的操作风险及经济周期波

动等因素引发的市场风险没有涉及，同时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成员国及其它国家信用级别作了“一刀切”的差别规定，对关系风险管理质

量的银行信息披露、金融当局的监管要求等未做规范，容易导致银行过分

强调资本充足率，而忽视银行业的盈利性及其他风险。如 1995年巴林银行

倒闭前，其资本充足率远远超过 8%。 

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市场风险补充规定》，核心内容是

银行必须量化市场风险并计算相应的资本要求，要求银行应当按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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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和我国银行资本监管 3

和交易账户对两类风险（分别为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设立资本要求。该

补充规定为各国商业银行处理市场风险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但也存在一些

局限，主要表现在：一是现实金融运行中，信用风险与市场风险并不是截

然分开的；二是静态的计算方法无法反映银行在采取动态的交易战略时测

定战略变动中的风险；三是补充规定允许各家银行使用内部模型测定风险

的具体方法各不相同，不同银行采取不同的模型、不同的计算方法和不同

的模型参数，可能导致持有相同资产的两家银行有不同的风险价值估计量，

这必然影响到市场的公平竞争。 

1997年 7月全面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引发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金融风

险的全面而深入的思考。人们看到，金融业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信用风险

或市场风险等单一风险的问题，而是由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外加操作风险

互相交织、共同作用造成的。1997年 9月推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

则》表明巴塞尔委员会已经确立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这个文件为此后

巴塞尔协议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监管框架，为新协议的全

面深化留下了宽广的空间。 

1999年 6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修改 1988年巴塞尔协议（广义上

也包括 1996年初的补充规定）的涵盖三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

作风险）、包含三大支柱（资本充足比率、外部监管、市场约束）的新资本

协议草案征求意见稿。经过数年的修改补充后，2004年 6月 26日，十国集

团的央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当局负责人一致通过《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

际协议：修订框架》即《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最终稿，并决定于 2006年

底在十国集团开始实施。 

第二节 新资本协议与原资本协议的比较 

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目标：一是仍然作为一个资本协议，新协议与 1988

年协议有着同样的目标，即通过对银行提出统一的资本要求促进国际银行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我国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有关问题的研究 4

体系的稳定性和银行国际竞争的公平性；二是作为对 1988年协议的替代，

新协议的目标是要提高资本金要求对银行风险的敏感程度和这种具有风险

敏感性的资本要求的有效性。 

一、从单纯的资本金要求演变为“三管齐下”的监管框架 

新巴塞尔协议仍维持原有资本水准不变，即资本占风险总资产的比重

保持在 8%，但提出了比 1988 年资本协议更复杂、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

框架和管理规则，增加了外部监管（supervisory review）和市场约束（market 

discipline）两项内容，资本监管不再是单纯的资本充足数据的要求，而是

形成了完整的资本监管框架。这意味着国际银行监管领域的重大突破。 

（一）监管约束第一次被纳入资本协议中，其基本原则概括起来有四

个：一是监管当局应该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要求银行保

持高于最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二是银行应参照承担风险的大小，建立起

关于资本充足整体状况的内部评级机制，并制定维持资本充足水平的战略；

三是监管当局应对银行的内部评级程序、资本战略以及资本充足状况进行

检查和评价；四是监管当局应对银行资本下滑情况及时进行干预。 

（二）新资本协议第一次引入了市场约束机制，让市场力量来促使银

行稳健、高效地经营以及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它指出，稳健的、经营良

好的银行可以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他

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

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它安全措施才能

获得资金。市场的奖惩机制有利于促进银行更加有效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

险。市场约束作用得以发挥的前提是提高银行信息披露的水平，加大透明

度，也就是要求银行提供及时、可靠、全面、准确的信息，以便市场参与

者据此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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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了对市场风险和其他风险的资本要求 

就风险的衡量而言，1996年对 1988年资本协议做了修改后，主要涵盖

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而新资本协议把各类风险划分为三大类：信用风

险、市场风险以及其他风险（包括银行账簿中的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流

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和名誉风险等）。上世纪 90 年代，因为银行内部管理

不善而造成银行倒闭、巨额财产损失的个案发生过好几起，新资本协议明

确提出要对这些风险提出相应的资本要求。此外，金融业综合化经营趋势

下，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涉足这些领域的投资规定了一定的资本要求。    

三、引入外部评级公司的评级结果来确定资产的风险权重 

新资本协议对信用风险的衡量及风险资产的计算方法作了重大修改。

在计算信用风险的标准法中，改变了确定风险权重的方法，不再以经合组

织（OECD）和非经合组织成员为分界线，而是使用外部评级公司的评定结

果来确定主权国家、银行及企业的风险权重。 

1988 资本协议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资产（包括对政府、银行、企业

的债权）的风险权重，主要根据债务人所在国是否为经合组织（OECD）成

员国来区分，而按照新资本协议的标准方法，风险权重是根据外部评级的

结果来确定。例如，对于主权政府的债权，如按照新的计算方法，即便是

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如果它的信用等级低，银行对其债权的风险权重也

要提高；而对于信用等级较高的非经合组织国家政府，银行对其债权的风

险权重可相应降低。 

新资本协议关于风险权重计算问题的改进，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主权政府的债权。例如，韩国、土耳其均是 OECD 国家，标准

普尔给予它们的信用等级分别为 BBB-和 B+，按新资本协议的规定，其风

险权重分别为 50%和 100%，如按照 1988年资本协议，则都是 50%。二是

对银行的债权。2001 年标准普尔对中国银行的信用评级为 BBB+，按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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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如果国外银行购买了中国银行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的债券，将有两

种方法可供选择：要么是以主权信用等级为基础下调一个档次，相应的风

险权重为 100%；要么是按照中国银行自已的信用等级，相应的风险权重为

50%。而按照 1988年资本协议，风险权重将是 100%。  

以上关于新旧巴塞尔协议中的有关银行主要资产的风险加权系数可

以用表 1、表 2加以对比： 

比较表 1 和表 2 可以看出,新资本协议改变了确定风险权重的方式,不

再以是否为经合组织成员为标准,而是根据信用评级结果来确定主权国家、

银行及企业债权的风险。 

 

表 1：1988年巴塞尔协议关于银行主要资产的风险加权系数 

资产的风险

权重 0% 20% 50% 100% 

对应的主要

资产内容 

现金、对本国中央

银行的债权、由

OECD国家（或由
其中央银行）担保

的债权等 

由多国发展银行担保

的债权、由OECD国
家金融机构提供担保

的债权、由OECD国
家及其银行担保不超

过一年的债权、在途

现金等。 

有完全资产

抵押担保的

房地产或者

个人零售贷

款等 

其他（如对非公共

部门的企业债权、

对非OECD国家及
其银行担保超过一

年的债权等） 

资料来源：Basel Committee On Bank Supervision: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  PP: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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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新巴塞尔协议关于银行主要资产的风险加权系数 

 对应的风险权重（%） 

评级对象 AAA
到 AA- 

A+到
A- 

BBB+
到 BBB-

BB+到
B- 低于 B- 未评级 

主权 0 20 50 100 150 100 

方法
1 20 50 100 100 150 100 

20 50 50 100 150 50（长期） 银行和证

券机构 方法
2 

20 20 20 50 150 20（短期） 

其它公司（包括保

险公司） 

AAA
到 AA- 

20 

A+到
A- 
50 

BBB+
到 BBB-

100 

低于
BB- 
150 

未评级 
 

100 
 

资料来源：Basel Committee On Bank Supervision: 《The New Basel Capital Accord》  PP:7-15   
注：方法 1 是使用金融机构所在国家的评级来确定风险权重,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的评级

不能超过国家主权评级;方法 2 是使用对金融机构本身的评级来确定风险权重。这里的短

期指时间小于 3个月的资产。 

 

四、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等来确定风险权重 

除了计算风险资产的标准方法外，新资本协议还提出了其他替代方

法，如内部评级的方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 IRB）。内部评级在

银行经营和风险管理中具有许多优点，例如可容纳更多的、外部评级所无

法获取的、涵盖的客户范围更为广泛的情况等等。巴塞尔委员会原则上同

意一些有条件的银行以内部评级作为计算风险资产的基础。同时，鼓励一

些银行在风险管理中运用组合模型，从整体上对风险进行评价。 

第三节 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所处的历史阶段分析 

一、国际银行业的风险监管正由监管资本时期逐步进入经济资本时期 

1988年《巴塞尔协议》标志着国际银行业的风险监管进入资本监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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