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商业银行管理 

 

考点 2：资本管理 

（一）商业银行资本的含义与类型 

资本：商业银行从事经营活动必须注入的资金，可以用来吸收银行的经营亏损，缓冲意外损失，保护商业银

行的正常经营，为商业银行的注册、组织营业以及存款进入前的经营提供启动资金。 

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提高商业银行体系安全性的角度看，商业银行资本的核心功能是吸收损失。 

 

在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有三种意义上的资本： 

 

 

1、会计资本【账面资本】 

根据会计准则反映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资本。 

由于会计资本是银行全部资产减全部负债以后的余额，它代表银行所有者享有的剩余权益，因此又被称为所

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所有者权益的来源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资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

失、留存收益等。会计资本由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 一般准备、直接计入所有者权

益的利得和损失、少数股东权益七部分组成。 

 

2、监管资本 

监管资本是银行业监管机构为了促进银行审慎经营，维持金融体系稳定而规定的商业银行必须持有的资本。 

监管者最关心的是银行是否有足够的资本以保证存款者和其他债权人不受损失，从而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性、

稳定性和公平性。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者负责制定计算资本充足程度的标准方法，根据风险状况判断银行的

资本充足性，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使银行持有充足的资本。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商业银行总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 

 

3、经济资本【风险资本】 

经济资本是指商业银行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为了应对未来一定期限内的非预期损失而应该持有的资本。 

经济资本是一种“虚拟”资本，它并不存在于资产负债表的某一个或几个科目中。 

经济资本并不必然等于银行的会计资本，可能大于会计资本，也可能小于会计资本。 

 

（二）资本管理要求与管理 

1、巴塞尔协议与资本管理要求 

 

 

 

 

 

 

 

 

 



1）巴塞尔协议的演进 

1988 年巴塞尔协议由国际清算银行成员方，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瑞

士 10 国集团和卢森堡、加拿大 12 国的中央银行于 1988 年 7 月在瑞士巴塞尔达成。 

 

2004 年，为了更准确地反映银行实际承受的风险水平，实  现保障银行稳健、安全运营的目标，巴塞尔银行

监管委员会推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又称巴塞尔协议Ⅱ。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2010 年年底，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正式公布了巴塞尔协议Ⅲ。其进一步强化了银行

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提高了资本质量、 一致性和透明度，扩大了风险覆盖范围，引入了杠杆率要求，建立

了流动性标准，并成为国际金融监管领域的新标准。  

 

2017 年 12 月，巴塞尔协议Ⅲ修订完成，对银行业风险计量方法、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指标等内容进行了调整，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逐步实施。 

 

2）巴塞尔协议对资本管理的要求 

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为 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为 4.5％；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

为 1％；商业银行要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 2.5％；各国可根据情况要求银

行提取 0-2.5％的逆周期缓冲资本，以便银行可以在经济下行周期吸收损失。 

 

2、我国实施巴塞尔协议Ⅲ新监管标准的安排 

2011 年 4 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发布，按照宏观审慎

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监管标准统一性和分类指导统筹兼顾的总体要求，明确了资本充足率、杠杆

率、流动性、贷款损失准备监管标准，并合理确定监管要求，以体现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要求，充分反映岀银

行业金融机构面临的单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 

 

根据《指导意见》，中国银会在综合考虑外部环境以及银行业发展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从 2011 年起陆续发布

了《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

以及《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初步构建了以资本充足水平、拨备、杠杆率、流动性指标为一体的新

四大监管工具，奠定了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基础。 

 

2012 年 6 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建立了与“巴塞尔协议

III”接轨且符合我国银行业实际的资本监管制度。 

 

3、我国的监管资本与资本充足率要求 

1）监管资本的构成 

 

 

构成 含义 内容 



核心一级资

本 

在银行持续经营条件下，无条件用来吸收损

失的资本工具，具有永久性、清偿顺序排在

其他融资工具之后 

实收资本/普通股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其他一级资

本 

非累积性的、永久性的、不带有利率跳升及

其他赎回条款，本金和收益都应在银行持续

经营条件下参与吸收损失的资本工具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如优先股及其溢

价）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二级 

资本 

在破产清算条件下可以用于吸收损失的资

本工具，受偿顺序列在普通股之前、在一般

债权人之后，不带赎回机制，不允许设定利

率跳升条款，收益不具有信用敏感性特征，

必须含有减记或转股条款。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商业银行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应当从核心一级资本中全额扣除以下项目： 

商誉、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贷款损失准备缺口、资产证券化

销售利得、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股票、对资产负债表中未按公允价值计

量的项目进行套期形成的现金流储备和商业银行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

益。 

 

2）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及监管要求 

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持有的符合监管规定的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之间的比率。 

资本充足率 

=（总资本－对应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 

一级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对应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对应资本扣减项）/风险加权资产 

 

商业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包括：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三）经济资本管理的内容 

经济资本是银行为了承担风险、应对非预期损失而真正需要的资本数量。 

经济资本不仅是一个数字，同时还是银行计量风险、衡量业绩、制定战略和配置资本的管理系统，渗透到银

行管理的各个层次和方面。 

 

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主要包括： 

①经济资本计量：运用风险计量技术和组合计量技术，将各类风险量化为资本占用的过程。经济资本计量的

核心是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类风险的量化。 

 

②经济资本分配：根据银行风险偏好和发展战略，通过年度计划、限额管理、参数设置等方式将经济资本科

学分解到分支机构、业务部门和产品中，并通过资本约束风险、资本要求回报的协调管理机制提高各分支机

构、业务部门和产品等维度的风险管理水平。 

③经济资本评价：建立以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指标体系，对各分支机构、业务部门和产品维度的

经营绩进行考核评价，属于银行绩效考核的范畴。 



 

经济资本管理在实际运作中体现出的优点： 

1）保证了一定的资本水平以避免灾难并满足监管要求； 

2）保证风险已被适当地加以管理，同时保证风险管理政策和风险监控手段的有效性； 

3）保证资本得以最有效地运用以获得最佳收益，同时可以用于评价银行战略和支持决策。 

 

【多选-1】商业银行资本可分为（  ）。 

A.经济资本 

B.会计资本 

C.监管资本 

D.股东资本 

E.股份资本 

 

答案：ABC 

解析：商业银行资本的核心功能是吸收损失，在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商业银行资本可分为会计资本、

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 

 

【单选-2】根据“巴塞尔协议”，属于商业银行核心资本的是（   ）。 

A.中期优先股 

B.损失准备 

C.公开储备 

D.股本债券 

答案：C 

解析：“巴塞尔协议”中，银行资本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其中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股本和公开储备，附属

资本包括一定比例的普通准备金和长期次级债务等。 

 

【单选-3】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规定，下列不属于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是（  ）。 

A.盈余公积 

B.实收资本 

C.优先股及其溢价 

D.一般风险准备 

 

答案：C 

解析：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的规定，核心一级资本是指，在银行持续经营条件下无条件用来吸收损失的资本

工具，具有永久性、清偿顺序排在其他所有融资工具之后的特征，包括实收资本或普通股、资本公积、盈余公

积、一般风险准备、未分配利润、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C 项属于其他一级资本。 

 

【单选-4】商业银行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核心一级资本中需要全额扣除的是（  ）。 

A.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B.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C.一般风险准备 

D.实收资本 

 

答案：A 

解析：商业银行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应当从核心一级资本中全额扣除以下项目：商誉、其他无形资产（土地

使用权除外）、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贷款损失准备缺口、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确定受益类的养

老金资产净额、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股票、对资产负债表中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套期形成的现

金流储备和商业银行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