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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底，我又一次到瑞士出访，全球金融体系刚刚开始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逐步恢复，对
于监管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的反思和完善，成为不同金融机构讨论交流时关注的共同话题。
银行业是此次危机中受到冲击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对于银行业的监管和风险管理如何改进自然是其
中的重点。
在全球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一直积极推动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是最受关注的准则
之一。
　　每一次危机实际上都是集中检验监管准则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是改进监管准则的重要机会。
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正好在香港的金融机构从事风险管理工作，得以有机会参与了修订巴塞尔资
本协议的讨论研究，以及新资本协议在金融机构的实施等进程，正是因为我在实际风险管理工作中意
识到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重要性，我根据自身的工作体会和初步的研究，在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碰巧的是，当前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正好也在香港工作，切身体会了全球的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强
大冲击。
正是在金融危机中，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各国监管机构的共同努力下，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正是因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全球银行业的巨大影响力，以及面对金融危机所进行的修订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价值，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研究，我决定把自己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修订所进行的多角
度研究成果，还是交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从具体内容上看，如果说2003年出版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的重点在于对当时还是一个全
新的风险监管框架的新资本协议进行系统的介绍和讨论的话，那么，当前的这本著作，则试图从巴塞
尔新资本协议在危机中的修订出发，以此透视全球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框架的演变趋势，这不仅有助于
银行业更为全面地了解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一些新的内容和框架，同时也有利于银行业风险监管研究
的深入。
特别是从2009年开始，中国正式加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这使得中国银行业对于巴塞尔新资本协
议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执行层面，还应当更多地深入到反思和改进的层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融危机中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五篇，详细的讲述了金融危机的相关问题。
现在，金融危机仍在演进当中，还可能出现新情况和新问题，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必然也会面临新的挑
战，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可能呆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借此促使更多关心国际金融监管发展以及提
高中国金融监管发展水平的研究者共同关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研究，推进中国企业风险管理研究的
不断发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融危机中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作者简介

　　巴曙松，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

　　巴曙松研究员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还担任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企业年金资格评审专家、中国证
监会基金评议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监会考试委员会专家、招商银行和招商局香港总部的博士后专
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等，先后担任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副行长、中银香港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
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经济部副部长等职务。
巴曙松研究员还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担任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路径研究》、《美国货币史》（译著）等。

邢毓静，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副司长，先后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等任职，主要著作有：《放松资本管制的过程》（中
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版）、《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版），并担任华
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朱元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融工程方向博士研究生，美国北卡大学夏洛特分校联合培养。
在《金融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融危机中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宏观趋势与监管动态　第一章 金融危机前后饱受“争议”的巴塞尔资本协议　　一、巴塞尔
资本协议的缺点和不足　　二、金融创新和监管套利挑战协议秉承的监管成规　　三、金融危机引发
新资本协议的新争议　　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应成为金融危机的替罪羊　第二章 从金融危机后巴
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修订看金融监管体制的演进与回归　　一、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对新资本协议
的修订　　二、金融危机后国际监管机构的动态　　三、监管标准的深化和细化　　四、监管模式的
演进　　五、监管理念和实施细节中的回归趋势　　六、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进一步修订方向的分析
和展望第二篇 资本约束与资本计提　第三章 银行监管指标的再讨论：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　　一、
监管指标的概述：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　　二、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演进　　三
、8％的资本充足率标准面临的挑战　　四、对资本充足率监管新标准的预测和探讨　　五、引入杠
杆率监管：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新任务　第四章 金融危机中资产证券化的新特征及监管新动态　　一、
资产证券化的基本状况　　二、金融危机前后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新特征　　三、巴塞尔资本协议下资
产证券化监管框架演进　　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资产证券化监管在金融危机中暴露的问题　　五
、金融危机后资产证券化监管及行业自律的新动态　　六、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资产证券化监管新趋势
　第五章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交易账户的监管及新增风险　　一、交易账户与银行账户　　二、巴塞
尔资本协议下交易账户监管的演进趋势　　三、交易账户的新增风险　　四、新增风险的风险因素识
别和计算准则　　五、新增风险的争议、应用难点与完善方向第三篇 风险测度模型的演进与创新　第
六章 国际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的评价及其顺经济周期效应的缓释方法　　一、内部评级法概述　　二
、定量影响测试与内部评级法改进　　三、内部评级法的评价　　四、内部评级法顺经济周期效应及
缓释方法　第七章 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新特征及测量模型的变迁　　一、现代商业银行的特征和新风
险　　二、市场风险的概况　　三、操作风险及其新特征　　四、流动性风险　　五、全面风险的测
量模型和管理框架　　六、现代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完善和展望　第八章 运用VaR模型测量银行风险
的局限性及其改进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VaR方法的运用　　二、传统的VaR方法的介绍及体
系演变　　三、用传统VaR模型度量银行风险暴露的不足之处　　四、基于银行数据的VaR模型效果
评估　　五、传统VaR模型的改进　　六、回溯测试　第九章 压力测试在银行风险管理中的理论探讨
和实践经验　　一、压力测试的概述　　二、压力测试的分析方法　　三、压力测试的执行　　四、
不同风险因子的模型讨论　　五、压力测试的国际实践现状及应用启示　　六、中国的实施进展和后
续研究方向第四篇 监督审查和市场约束　第十章 从微观审慎监管到宏观审慎监管：危机下的银行业
监管启示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分析　　二、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三、
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　　四、欧洲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审慎监管思路　　五、宏观审慎监管的未来之
路　　六、中国落实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优势和挑战　第十一章 巴塞尔资本协议下跨境银行监管合作
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一、母国-东道国监管的责任划分与监管方式的选择　　二、实现有效的跨境监
管合作面临的困难　　三、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新思路和巴塞尔委员会的改革建议　　四、全球监管合
作现状和实践经验　　五、中国在跨境银行监管合作中的参与介入和法律的完善　第十二章 从有效市
场约束看第三支柱下中国银行业的监管现状　　一、市场约束的理论框架　　二、关于有效市场约束
的争议　　三、金融危机对市场约束的启示　　四、境外银行业第三支柱下的实施进展　　五、中国
市场约束实施的理论分析第五篇 实施影响和经验借鉴　第十三章 后危机时代中国实施巴塞尔新资本
协议的货币政策选择　　一、当前的经济环境和研究背景　　二、资本约束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
渠道分析　　三、货币政策影响渠道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四、银行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
影响　　五、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　第十四章 中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的现状、挑战和建议　　　一、中国银监会关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实施的规范性文件解读　　二、新
资本协议银行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进展　　三、第一支柱实施的问题和挑战　　四、第二支柱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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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巴塞尔资本协议作为全球银行业最具影响力的监管标准之一，一直秉承保证稳健经营和公平竞争
的精神。
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发展历程来看，正是在这两大目标的基础之上，力图更加全面而敏感地反映其面
临各种风险的过程，促使商业银行强化风险管理能力，从而增强整个商业银行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
　　然而，在竞争愈趋激烈的国际化运营环境中，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风险管理的外延和内涵随之扩
大，巴塞尔资本协议一直秉承的资本充足管理的理念受到挑战。
尽管协议也在积极求变，不断修改来适应新的变化，但对它的争论却丝毫没有停止。
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似乎给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质疑方增添了一个更有分量的砝码。
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缺点和不足巴塞尔资本协议（巴塞尔新、旧资本协议的统称，BaselⅡ和Basel I
）从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银行业内最优做法并进行推广，遵循此协议已经被视为
金融机构采取稳健经营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从理论上来讲，监管规则都是基于历史经验的、事后的，并不能反映未来的情况。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缺陷和不足逐渐暴露。
　　（一）巴塞尔资本协议风险监管框架的顺周期性　　顺周期性效应（procyclicality）是指监管当局
对监管资本的要求客观上会通过影响银行体系的信贷行为而放大宏观经济周期，加剧经济波动。
资本监管的顺周期缺陷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早在20世纪末，人们对巴塞尔旧资本协议（Basel I）的顺周期缺陷就提出过批评。
遗憾的是，2004年正式颁行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Ⅱ）在顺周期方面并无根本性改进，究其原因
大致可以划归为资本充足管理和评级方法两大方面。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融危机中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