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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就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及内控立规(1月7日)

文章作者：

    《中国证券报》消息，中国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和《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加强市

场风险管理，充分识别、准确计量、持续检测和适当控制；加强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评价，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 

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 

    中国银监会近日发布2004年第10 号令《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要求商业银行加强市场风险管理，充分

识别、准确计量、持续检测和适当控制所有交易业务和非交易业务中的市场风险，确保在合理的市场风险水平之上安全、稳健经营，其承担

的市场风险水平应当与市场风险管理能力和资本实力相匹配。 

    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以及利率市场化、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的不断发展，商业银行将越来越多地涉足有价证券、外

汇、黄金及其衍生产品交易，金融产品价格变动所引致的市场风险也不断显现和增长。与国际银行业日趋成熟的市场风险管理相比，我国银

行业在市场风险的管理和监管方面才刚刚起步。《指引》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经验，直接针对我国商业银行风

险管理机制薄弱的现状，提出市场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和指导性意见，填补了我国监管法规体系中缺乏系统性的风险管理指引这一空白，是

银监会以风险监管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的具体体现，也是对银监会此前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

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监管规章的配合与补充。 

    《指引》分为四章，共有四十四个条款。除第一章总则和第四章附则外，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规定了市场风险管理和市场风险监管应

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二章为《指引》的主体部分，分为五节，参考借鉴了巴塞尔委员会和各国银行监管当局风险管理指引的体例结构，即

以风险管理体系的四个要素为线索来构造其基本框架。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应当具备四个基本要素：（1）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有效

监控；（2）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3）有效的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程序；（4）完善的内部控制和独立的外部审计。《指

引》第二章即是按照以上四个要素分节论述，同时借鉴巴塞尔委员会近期颁布的风险管理指引的结构设计，增加了第五节，提出了市场风险

的监管资本要求。《指引》的附录部分就《指引》所涉及的有关名词做了简要介绍。 

    《指引》要求商业银行在3-4年内全面达到的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最迟应于2007年底前，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银

行最迟应于2008年底前达到《指引》的要求。在过渡期内，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指引》要求，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为建立

完善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奠定基础。 

    银监会将组织开展市场风险管理和监管方面的培训，引进、培养市场风险方面的专业监管人员，确保对商业银行的市场风险实施有效

的监管，同时，银监会也将帮助商业银行加强人员培训和基础建设，提高其市场风险管理水平。 

     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 

     近日，中国银监会颁布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05年2月1日起施行。《办法》旨在通过加强

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评价，督促商业银行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从根本上建立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保证商业银行安全稳健运行。 

    与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相比，国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内控薄弱是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案件充

分暴露了国内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如缺乏系统的内部控制制度和主动的风险识别与评估机制，内部控制措施零散、间断，监督检

查环节不到位，缺乏对内部控制持续改进的驱动力等。针对些问题，银监会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的监管理念

和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出台了该《办法》，这是银监会贯彻“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采取的具体举措。 

    《办法》突出了内部控制体系的概念，强调内部控制是一种系统的制度安排，要求商业银行从零散的、静态的、被动的内部控制规章

向建立系统的、动态的、主动的内部控制体系转变，要求商业银行向监管部门、社会、市场提供一套全面和可证实的内部控制体系，从而使

内部控制体系各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更加清晰和有序。 

    《办法》不仅强调结果评价，更重视内部控制过程评价，体现了预防为主的监管思路。《办法》突出了内部控制是一种过程的理念，

将内部控制体系视为以内部控制过程为基础的系统，将内部控制体系的五大要素作为有机联系在一起、彼此相关、相互作用的过程，强调内

部控制体系是不断改进的动态系统，体现了策划、实施、检查、改进的循环改进思想。 

    该《办法》的出台，将促进商业银行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立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同时有助于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

发挥监管效能，提高了监管的规范性和统一性。无论是对监管部门还是对商业银行，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文章出处：《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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