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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巴塞尔协议Ⅲ实施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曾刚  刘吕科 

 

⚫ 2023 年 2 月 18 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就《商

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明

确我国银行业应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资本监管规

制。该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我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进入

到新阶段，为巴塞尔协议Ⅲ实施提供了指引。 

⚫ 文件重点明确了以下内容：一是构建差异化的资本监管体

系；二是在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方面全面修订

第一支柱；三是在第二支柱方面提出压力测试应用的要

求，在第三支柱方面进一步明确各风险类别信息披露基本

要求以及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高级法银行信息披露要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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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统筹考虑资本监管规制体系。 

⚫ 作为银行监管体系的核心，资本监管规则的变化对银行业

的稳健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总体上，新资本监管规制的实

施不会显著增加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压力，但会对银行

资产结构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对商业银行数

据和系统能力提出较高要求。 

 

2023 年 2 月 18 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就《商

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明确我国银行业应自 2024 年 1 月 1 日

起实施新资本监管规制。《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标志着我

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进入到新阶段，是一个里程碑事

件，为巴塞尔协议Ⅲ（以下简称“巴Ⅲ”）实施提供了指引。

可以预期，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准备好、实施好、应用

好新资本监管规制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实施背景与目标 

在很大程度上，巴塞尔协议是为预防金融危机而产生，

并且随着金融危机形态的变化而不断衍变的。从巴Ⅰ到巴Ⅲ

的变革，直接体现了国际银行业监管规则和监管理念的转

变，巴Ⅲ是在系统总结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的基础上

出台的，并受到了 G20 峰会上相关国家元首的一致认可，达

成了稳步推进巴Ⅲ实施的国际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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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

准等制度型开放。巴Ⅲ就是较为典型也较为重要的国际监管

标准，实施巴Ⅲ不仅是我国作为巴塞尔成员国及 G20 成员的

义务，也直接体现了我国与国际标准接轨，坚定扩大开放的

信心和决心。 

从我国现实情况看，防止和避免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是

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巴Ⅲ实施为提升我国银行体系稳健

性、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提供了有力的抓手。巴Ⅲ实施一方

面要求银行精细化管理，保持较高的资本及流动性充足水

平；另一方面要做好信息披露，提高经营管理透明度水平，

提高投资者和市场信心。同时，通过巴Ⅲ实施，监管部门可

以通过差异化监管措施，更有效地落实、传导监管意图，监

测银行业整体风险状况，确保银行业更好地服务和支持实体

经济。 

结合《征求意见稿》出台背景，从其具体内容分析，我

国新监管规制实施着力于实现以下目标。一是要提高资本监

管的审慎性，如《征求意见稿》在现有资本管理办法基础上

明确银行投资资管产品的穿透计量规则，并提出了房地产风

险暴露审慎监管标准。二是作为 G20 和巴塞尔委员会成员，

通过规制修订实现与国际监管基本标准接轨。三是提高监管

规制与中国国情的适配性，如结合我国国情重点关注房地产

开发贷与地方政府债相关业务资本计提规则。四是落实监管



金融专报  2023 年第 9 期 

4 

 

差异化思路，根据银行风险特征和系统重要性设定监管规则。 

在以上目标引领下，《征求意见稿》体现了新资本监管

规制实施的以下原则。一是风险为本。新资本规制下风险加

权资产计量更客观体现了银行整体风险水平和持续经营能

力，确保资本计量结果能够准确反映资产风险特征和风险管

理能力。二是因地制宜。新资本规制实施充分考虑国情，对

国际资本规制进行本土化改良，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新监管规

制能够适应我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情况。三是谋划全局。新资

本规制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资本管理与商业银行经营压力、

资本规则与会计准则等的关系，并统筹考虑系统重要性银行

监管、总损失吸收能力要求等监管规则，确保构建有效的多

元约束监管框架。 

二、四大重点内容 

围绕前述的目标和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重点明确

了以下内容。 

一是构建差异化的资本监管体系。《征求意见稿》在监

管匹配性方面进一步探索研究，对不同规模银行采用差异化

监管策略，按照银行间的业务规模和风险差异，划分为三个

档次，匹配不同的资本监管方案。对于国际活跃银行，严格

对标国际标准；对中小银行，则在确保资本监管审慎性的前

提下，进一步简化计量规则，减少合规成本。 

二是全面修订第一支柱。在信用风险权重法方面，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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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暴露划分，结合国情完善地方政府债、房地产业务、同

业业务、中小微业务和股权业务资本计提规则，同时落实“穿

透原则”，根据业务实质计提资本；在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

方面，限制内部评级法适用的业务范围，合理优化风险参数，

设置底线要求（72.5%），增强计量结果审慎性；在市场风险

方面，明确账簿划分标准，全面修订标准法，将内部模型的

审批对象细化到交易台层面，采用预期尾部损失方法替代

VAR 方法；在操作风险方面，修订操作风险标准法，提高标

准法敏感性，明确损失数据收集机制要求，同时将新标准法

限定在国际活跃银行（杠杆率分母，即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

余额大于 5000 亿元），其他银行可采用简化的基本指标法。 

三是全面修订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在第二支柱方面，

整合银保监会已发布的各项政策，提出了压力测试应用的要

求；在第三支柱方面，进一步明确各风险类别信息披露基本

要求以及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高级法银行信息披露要求，细化

信息披露维度和颗粒度，提高信息透明度。 

四是统筹考虑资本监管规制体系。整合杠杆率并有效衔

接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和总损失吸收能力等要求，建立

有效的资本充足监管体系。 

三、新规则可能的影响 

作为银行监管体系的核心，资本监管规则的变化对银行业

的稳健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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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不会显著增加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压力。总体而

言，我国资本监管较为严格，国内主要银行平均风险权重超

过 60%，在全球属于较高水平。采用内部评级法的六大银行

资本节约程度平均在 10%左右，72.5%的资本底线不会对我国

银行资本充足率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甚至具有一定的正面效

应。这一方面是因为差异化的监管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中小

银行的资本补充压力；另一方面，大型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监管资本的节约。 

在风险资产权重计量方面，新信用风险标准法在提高同

业和房地产开发贷款权重的同时，降低了住房抵押贷款、优

质信用卡业务、优质级企业等业务的风险权重；新市场风险

标准法下，市场风险加权资产提升幅度较大；新操作风险标

准法下，风险加权资产有一定幅度降低。总体上，新监管规

制框架下，各类风险计量方法改变将导致各资产类别、风险

类别的风险加权资产“有升有降”，但整体上对国内银行资

本充足率的影响不大，预期新监管规制实施后我国银行资本

充足率不会有较大幅度的波动。 

二是对银行资产结构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资本是银

行经营的基石，是资源配置的“指挥棒”。新监管规制将会

通过提高风险计量的敏感度和强化资本约束，对银行业整体

发展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新监管规制下，银行的资本管

理和风险管理策略将会发生调整，进而对其资产结构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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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例如，同业资产占比较高或房地产开发贷占比较高的银

行将会消耗更多资本，在资本充足率刚性约束下，这两类业

务规模及占比预计将会减少；零售业务占比较高的银行在新

监管规制实施后资本节约的幅度较大，在资本市场的竞争优

势更为明显，预计零售业务规模和占比将会有进一步增加。

总体上看，预计在资本管理新规实施之后，我国银行（尤其

是资本充足率承压较大的银行）会调整资产结构，压缩部分

高资本占用业务，加大低资本占用业务发展。 

三是对商业银行数据和系统能力具有较高要求，但有利

于进一步夯实精细化风险经营能力。在信用风险标准法框架

下，划分信用风险暴露所需的基础信息及颗粒度大幅细化，

银行需要升级系统功能，优化相关管理机制。信用风险暴露

的准确判断则要求银行在整个业务周期，持续关注并维护客

户信息，如企业的上市或发债情况、财务表现、风险迹象等，

并维护好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等信息，如果信息

更新不及时，就有可能直接导致权重上升，资本占用提高。 

四、商业银行的相应工作 

尽管一些具体资产的风险权重设置（如房地产按揭、地

方政府债务等）在征求意见期间或许还有讨论、研究的空间，

但总体上看，《征求意见稿》是我国监管部门立足于我国银

行业实际情况，并结合国际监管改革最新进展的重大成果，

其最终实施，将有利于提升银行风险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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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银行差异化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区域经济。 

为做好巴Ⅲ实施准备，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

行在前期普遍搭建了实施组织架构，并借助资本监管规制实

施的契机，进一步理顺和完善了风险治理体系。同时，商业

银行也积极推进实施准备工作，落实科技、人员、技术保障，

并以实施资本监管规制为契机，夯实管理、数据和系统基础，

推动银行风险管理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下一步，在我国明确整体实施安排后，商业银行应将实

施新资本监管规制作为具有全局影响的重要经营策略进行

推进，建议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深入应用资本监管改革成

果，进一步发挥资本约束引导作用，强化经济资本观念，约

束风险偏好和风险承担，通过不同业务资本占用导向，引导

商业银行强化组合管理，服务好实体经济。二是针对新资本

监管规制实施，应高度重视，配齐力量，要以 2024 年顺利

实施新资本监管规制为目标，加大人员投入，配备充足资源，

强化统筹管理，确保稳步实施新监管规制；同时，做好规制

实施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有效对接，更好地发挥和利用金

融科技作用。三是在配合银保监会资本规制修订工作的同

时，持续跟进监管动态，做好潜在影响评估，适时调整优化

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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