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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

稿）》的政策解读 

 

作者：葛成东   张煜乾 
 

2017 年 12 月 6 日，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修订征求意见稿”）。本次修订是监管机构继 2015 年对《商业银行流动

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修订后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在流动性比例和流动性覆盖率指标

的基础上新引入净稳定资金比例、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和流动性匹配率三个量化指标，强化

对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大型城市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要求的同时，将

监管范围扩大至全部商业银行，同时对期限错配程度提出明确要求，并加强对同业存单的监

管，将同业存单发行纳入同业融入进行统一管理，引导商业银行调整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在金

融去杠杆的背景下有助于降低银行体系面临的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资金比例是巴塞尔委员会在金融危机后新确定的流动性风险监管

指标，前者目标是提高银行抵御短期流动性风险的韧性，后者旨在促进银行为其资产和业务活

动提供更多的中长期资金，上述监管指标计划要求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8 年正式实施。按照

巴塞尔协议要求，银监会在 2015 年《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版本中正式将

流动性覆盖率引入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体系。因此，本次修订将净稳定资金比例纳入

监管指标体系视为国际监管准则下的必要安排。考虑到银监会在 2015 年的试行版本中已经将

净稳定资金比例以监测指标的形式纳入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作为过渡安排，以及该监管指标适

用范围限于资产规模不低于 2000 亿元的商业银行，所以我国银行业受此监管条例变化的影响

较小。 

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是银监会在流动性覆盖率的基础上制定的监管指标，旨在确保资产

规模 2000 亿元以下的商业银行保持充足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流动性资产，在压力情况下，

通过变现这些资产来满足未来 30 天内的流动性需求。相比巴塞尔协议对流动性覆盖率的定

义，两项监管指标相似度较高，但银监会将“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调整为“优质流动性资

产”，更符合我国金融市场产品的现状。本次修订丰富了我国中小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工

具，督促中小银行解决金融市场业务快速发展后带来的业务模式与流动性管理不相匹配的问

题，便于监管机构对银行业实现整体风险管控。 

流动性匹配率指标用于衡量商业银行主要资产与负债的期限配置结构，旨在引导商业银行

合理配置长期稳定负债、高流动性或短期资产。银监会根据巴塞尔协议关于流动性覆盖率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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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资金比例中的权重概念，根据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不同期限设置了差异化的折算率，避

免商业银行过度依赖短期资金支持长期业务发展。 

针对近年来商业银行负债结构对同业融入依存度逐渐上升的现象，此次修订征求意见稿特

别强调了对同业批发融资根据融资期限进行限额管理，强化对同业资金使用过程中的期限错配

管理。监管机构旨在加强同业业务期限结构匹配度，优化同业资产结构，提高同业负债的多元

化和稳定程度来降低同业融入占比快速提高的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防止在流动性偏紧环境

下的风险扩散。 

近年来，在宏观经济增速下行、利率市场化以及信贷总量管控的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积

极开展以同业、理财、委托投资为核心的金融市场业务，加强与证券、基金、保险等非银行金

融机构的合作，实现资产负债多元化发展。但也由于业务复杂程度较高、涉及通道机构过多的

特点，加长了资金的传导链条，变相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财务杠杆水平，从而加剧了金融系统的

风险积聚。因此，本次修订可以视为对央行实施的 MPA 考核机制以及一系列强监管政策的配

套补充，通过量化指标的方式督促商业银行去杠杆，短期内将降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增长

的速度，但长期看有助于化解商业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对信用水平的提升有正面意义。此

外，银监会对本次修订新增的部分指标设定了过渡期，这有助于平滑金融去杠杆速度可能过快

对金融系统产生的流动性波动影响。 

但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主要赚取的是承担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所带来的收益，因此本次

修订中涉及的增加优质流动性资产的储备以及降低资产负债的期限错配程度，均会对商业银行

未来的盈利水平形成一定压力。同时，以主动负债支撑资产扩张的模式受限，将倒逼商业银行

加强对传统负债来源存款业务的争夺，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压力将进

一步上升，未来存贷款业务的净息差水平可能再度收窄。此外，在存款脱媒的背景下，银行也

会积极寻求期限较长的稳定负债来源，大额存单等存款品种或将成为银行主动负债的重要补

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