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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监管及其改革方向



主要内容

中国银行业的特征

中国银行业的监管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监管的主要课题

“十二五”规划与中国银行业的未来发展

东亚金融监管合作



中国银行业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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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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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利润结构（2010年）



中国银行业资产结构（2010年）

政策性银行及 国家开发银行

大型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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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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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合作银行

城市信用社

农村信用社

非银行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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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和邮政储蓄银

行



中国银行业税后利润结构（2010年）

政策性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

大型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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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合作银行

城市信用社

农村信用社

非银行金融机构

外资银行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银行



中国银行业的特征

高度依赖实体经济

利润主要来自于存贷款利差

治理结构与风险管理机制不成熟

市场结构高度集中

银行信贷规模与社会融资总量

过去央行发布融资数据主要集中在银行新增信贷，银行信贷规模基

本反映社会融资总量。近年来，特别是2009年至2010年，银行间接融

资信贷比重从超过90％降至65％左右，在今年一季度的4.19万亿社会

融资总量中，银行信贷占比进一步降至53％。



混业经营的模式

混业经营的模式 代表性金融机构 混业经营框架的特征

纯粹的金融控股公司
模式

光大
中信

母公司不从事业务活动，主要负责监督管理、协调内部资源以
及投资评价、收购兼并等。母公司全资拥有（或控股）的各个
子公司专门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具体金融业务。

银行控股公司模式

工行
中行
建行
交行

商业银行是构建综合化经营体系的起点和基础，通过并购或设
立的形式拥有一系列基金、金融租赁、信托等子公司，但银行
业务在集团中仍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非银行机构主导型金
融控股公司模式

平安集团

银河金融控股公司
“建银”系券商方阵

新希望集团

由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起
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产业资本以内部财务公司为基础，尝试金
融综合化经营。

区域性的金融控股
公司模式

上海国际集团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在区域性（地方性）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
构基础上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组建途经主要有两条：一是由
某些大型地方性金融机构主导，通过并购组建金融控股公司，
符合市场化原则，但耗时长，成功率低；二是由地方政府整合
地方有效金融资源，组建金融控股公司。



混业经营的主要途径

浅层次的业务合作

企业集团组建纯粹型控股公司

合资成立跨业经营的机构

通过并购外资机构开展混业经营

设立基金公司，开展混业经营



对混业经营的监管

《银行并表监管指引》 （2008年2月4日）

银行集团并表管理的职责划分

要求建立健全防火墙制度

要求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要求建立符合银行并表监管的信息系统

要求建立附属机构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要求母银行加强在信息透明度较低国家和地区或通过复杂架构开展业务的
风险管理

要求母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建立适当的内部审计机制

要求银行集团原则上聘请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对附属机构进行外部审计

要求母银行及时提供并表管理信息

《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股权试点管理办法》（2009年11月26日）



后危机时代的中国银行业监管的主要课题

巴塞尔Ⅲ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中国不能够简单地照搬巴塞尔Ⅲ

巴塞尔Ⅲ或促中国银行业转型

将国际经验和国内实际相结合

中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

逆周期监管

资本要求

宏观审慎监管



“十二五”规划对银行业发展的含义

经济增长仍将持续，但是可能不再有以往那么多与高
投资率相联系的贷款项目

可贷资金及其成本与流动性可能受到货币政策的制约

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意味着金融业作为服务业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将得到重视

新兴产业可能提供重要的发展机遇



金融机构改革
政策性银行的商业化改革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金融调控机制
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

利率与汇率制度改革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規制・監督
跨行业、跨市场金融监管规则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国际合作

“十二五”规划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论述



各方面的态度

监管当局 经营理念的现代化与治理机制的正规化

发展战略的转型

配合国家调控政策

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增强金融服务功能

简单、实用、透明的金融创新

银行业机构

判断 基于贷款推动的规模扩张战略已不再可行

对策 降低资本消耗

银行发展与产业政策相结合

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具体的改革事项

利率市场化

综合经营

存款保险制度

宏观审慎管理

系统重要性银行

巴塞尔协议III
国际化



东亚金融监管合作

前提
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模式

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１、东亚经济与金融体系中是否存在对于金融风险有着重要影响

的共同特征？

２、上述共同特征是否也导致了东亚经济体在金融风险产生、积累

与传播机制上的一致性？

３、基于上述金融风险发生与传导机制，应如何实现风险的法律防

范？

４、如何实现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结合？

东亚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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