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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银行监管机构在监管过程中对商业银行进行风险评级。
已经日益成为各国监管机构的监管惯例。
通过对商业银行的风险评级，监管机构能够更好地把握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风险评级的结果，也成
为监管机构开展分类监管、配置监管资源的重要依据。
一般来说，风险评级在监管过程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综合判断商业银行的风险，评级结果直
接反映出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级别越低，风险越大。
第二，采取“一行一策”的分类监管措施，监管部门依据银行的评级级别和风险点，分别采取不同的
监管措施，重点加强对级别较低、风险较大的银行和级别较高银行的关键风险领域监管。
第三，明确非现场监测的重点，将非现场监管的重点放在银行的主要风险点。
第四，确定现场检查频率，适当减少对级别高、风险小的银行的现场检查频率，相反，加强对级别低
、风险大的银行的现场检查。
第五，掌握市场准入标准，以评级结果为依据进行机构和业务的审批，对于级别低、风险大的银行，
限制其新机构的设立，其新业务的审批采取严格的标准。
通过建立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银行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判断将更加全面和准确，监管工作
的开展将更加科学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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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风险评级与评级机构商业评级的区别　　监管机构的风险评级与评级机构的商业评级有很
大的不同。
商业评级是指商业评级机构对商业银行资信状况的评级，其目的是判断商业银行违约的概率，如不能
支付到期存款，不能清偿到期债券等。
商业评级与风险评级的区别主要有：一是主体和目的不同。
商业评级的主体是评级公司，目的是为广大投资者和存款人服务，帮助其识别银行的违约可能性；风
险评级的主体是监管机构，目的是及时识别和纠正商业银行的风险，防止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二是着眼点不同。
商业评级除分析银行的自身实力外，还着重于分析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环境，如主权因素、金融政策
因素、金融监管的有效性等因素，突出了其为国际投资者服务和体系外的特点；而风险评级着重于商
业银行的自身风险与经营状况，较少关注商业银行的外部经营环境，突出了其体系内的特点。
从这个意义看，风险评价体系实质上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的，即排除了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引
发的系统性风险因素，如货币危机。
三是分析方法不同。
以穆迪公司为例，该公司对商业银行的信用评级包括七个要素：营运环境、所有权、管治权、持续盈
利能力、风险状况、经济资本分析、管理策略。
这七个要素与通行的CAMELS（骆驼氏评级体系）评价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处。
此外，由于依赖于公共信息，商业评级受透明度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在排除技术因素后，评级机
构的商业评级不如监管机构的风险评级准确。
　　（三）风险评级与商业银行内部评级　　商业银行内部评级是指商业银行对借款人资信状况的评
级。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银行积极探索建立定量模型来分析借款人不还款的可能性，建立了内部评
级法来计算潜在的损失概率，并以此确定最低的资本要求。
内部评级与风险评价由于评价对象的不同，在评价方法与评价技术上都有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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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业银行风险评级是一个复杂而高度技术化的过程。
风险评级的开展，对监管人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为此，在制定《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体系（暂行）》后，监管部门一直致力于加强对各级监管人
员的培训，并积极探索制定操作细则以提高评级体系的操作效率，本书正是这一探索的结晶。
《操作指南》的出台，为股份制商业银行风险评级的开展提供了具体而详细的准绳，必将有利于股份
制商业银行评级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有利于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推动监管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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