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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的全面风险管理》

前言

　　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债风波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世界经济送入了低谷，全球银行业首当
其冲深受其害，一些国际银行遭受重挫，损失惨重。时至今日，走出经济低谷阴影的增长步伐依旧蹒
跚徘徊。痛定思痛，火山式的危机爆发再一次以惨痛的教训警示了世人：风险管理不是可有可无的奢
侈品，而是银行持续稳健发展的必需品。职业银行家受托于股东，追求银行股东价值最大化是其职业
使命，然而完成这一职业使命的过程不仅仅是单纯追求利润的过程，更是一个对多种风险进行全面经
营、合理摆布和有效管理的过程。对于银行风险管理的深刻认识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再次成为世人及
银行家们思考和讨论的焦点。　　如何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银行业加速了全面
风险管理变革，各国监管当局、各大商业银行都在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并以此为契机，推进银行
实施全面风险管理。这里，结合全面风险管理实践，谈几点看法：　　第一，全面风险管理是与时俱
进的动态管理过程。在此过程中，银行管理层要针对内外环境及业务结构变化，适时调整风险管理思
路；要善于更新风险管理知识，不断提高风险敏感性；要及时吸收风险管理经验，不断丰富银行风险
管理文化；要适应日常风险管理新需求，不断健全风险基础设施；要紧跟金融业务创新步伐，及时开
发新的风险管理工具；要随着银行风险状况变化，及时充实银行资本，强化内部控制机制，实现银行
持续稳健经营。　　第二，全面风险管理是对银行各类风险集成化管理。商业银行要持续稳健发展，
必须对银行承担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为此，银行家必须
基于风险内在相关性进行集成化管理，在市场相对平静时期，不至于高估银行总体风险，在市场波动
较大时期，也不会低估银行总体风险，使风险评估更贴近银行实际风险状况。在现实银行风险管理中
，任何孤立地管理某一类风险，都将顾此失彼，无济于事。此次金融危机再次证明，只有实施全面集
成化风险管理，才能经得起外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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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银行家的全面风险管理:基于巴塞尔Ⅱ追求银行股东价值增值》从银行家从事风险管理工作实际出发
，将风险理论密切联系风险管理实际，结合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最新规则巴塞尔Ⅱ，阐述银行家的职
业使命就是通过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实现银行价值增值。
《银行家的全面风险管理:基于巴塞尔Ⅱ追求银行股东价值增值》内容可分三部分二十一章，前三章为
第一部分，阐述银行家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设施第二部分包括第四章至第十九章内容，阐述风险管理
基本框架、建模基本技术、主要模型以及风险控制基本技术第三部分包括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阐
述在全面一体化风险管理下如何建立银行资本管理体系，实施基于风险的资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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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振东，安徽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　　2000年加入中国银行。在国际金融研
究所从事国际金融研究工作。2004年至今在中国银行总行风险管理部从事风险管理体系规划建设工作
，现任高级风险经理，牵头起草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政策》、《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信用风险计量模型管理办法》、《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验证管理
办法》、《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信用风险参数量化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文件，参与推进中国银行实施
新资本协议项目工作，牵头组织审查咨询项目交付晶的工作。　　2000年以来，结合银行工作实际，
探索银行风险管理规律，跟踪研究巴塞尔Ⅱ修订进程，应邀参加中国银监会的新资本协议研究和规划
项目组工作，先后参与起草《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监管指》、《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缓释监
管资本计量指引》、《商业银行资本计量高级方法验证指引》、《商她银行资本充足率计算指引》等
监管规章。　　重点关注风险管理、公司治理、跨国投资等领域理论与实践问题，在《世界经济》、
《中国工业经济》、《国际经济评论》、《国际金融研究》、《中国金融》、《经济管理》、《现代
商业银行》、《金融时报》、《国际金融报》、《中国税务报》等报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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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银行的业务战略定位、组合风险特征以及识别、控制和管理组合风险的系统完备性，反映出银行
管理层和董事会成员对银行风险的洞察力。正因为如此，造就一个良好金融系统的有效战略，就是强
化管理层的风险管理责任，促使他们谨慎地管理银行。　　一、良好的素质是高管层履职的前提　　
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过程既不始于战略会议，也不始于计划过程，更不始于其他任何会议，
而是始于打算在组织中任用有潜力的员工，或者将其提升到高级管理岗位之时。银行董事会在选聘高
级管理者进入管理层时，必须严格考察候选人的个人金融知识素养、金融管理经验以及金融职业道德
记录等各方面，这是确保银行董事会的全面风险管理战略能否真正贯彻执行的关键，是银行长期稳健
经营的基本前提。　　由于现代银行业务管理是技术性很强的管理领域，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仅有一般
组织协调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任何一个拟被聘为高管层成员的人选，良好的金融知识素养是必要的前
提，因为他所管理的客观对象不再是传统的一般性借贷业务，而是日益复杂的综合性授信业务、综合
金融服务业务、结构复杂的资金交易业务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作为高级管理人员，必须首
先真正掌握这些业务的内在风险，才能科学地对业务结构以及业务总体风险进行分析，并做出科学的
管理决策；同时，银行高管层所管理的业务主体，是掌握着现代金融产品创新技能和风险管理先进技
术的从业者，高管人员是否掌握银行专业技术领域新知识，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在被管理者中树立威
信，也关系到能否及时准确地沟通、理解并做出正确决策，直接影响着银行内部管理质量和管理效率
。所以，从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那一天开始，由具有良好专业知识素养的职业银行家来管理银行就是
选聘高管人员的基本准则。　　二、明晰高管层的风险职责和义务　　首席执行官（行长）和整个管
理层应该使银行日常运营符合董事会确定的风险政策和程序，并且得到内部控制系统的支持。高管层
应将有足够技能、经验、诚信度的人任命到中层管理岗位上去，建立充分的绩效激励和人事管理系统
培训员工，确保银行有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并且所获得的信息是透明、及时、准确和完备的。最关
键的是，要确保所有重要银行功能在执行时都与明确的风险政策和程序保持一致，并且具备完善合理
的系统来有效监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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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银行家的全面风险管理：基于巴塞尔Ⅱ追求银行股东价值增值》：银行家自银行所有权与经营
权分离之时就成为银行职业经理人，并铭记自己的职业使命是全面管理风险，不断追求股东价值增值
。毫无疑问，银行家从事管理工作别无选择地要基于监管标准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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