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国际金融监管协调 

 

巴塞尔协议产生的背景与发展 

1988 年巴塞尔报告★★★ 

2003 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2010 年巴塞尔协议Ⅲ★★★ 

巴塞尔协议在我国的实施★★★ 

 

考点 1 巴塞尔协议产生的背景与发展 

巴塞尔协议产生的原因 

直接原因： 国际性银行倒闭事件和国际贷款违约事件使得监管当局全面审视拥有广泛国际业务的

银行监管问题。 

主要原因： 随着金融国际化，必须要在金融监管上进行国际协调。 

1975 年 2 月，由国际清算银行发起，西方十国集团以及瑞士和卢森堡等 12 国中央银行

成立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在巴塞尔协议中，影响最大的是统一资本监管的 1988 年巴塞尔报告、2003 年新巴塞尔

资本协议和 2010 年巴塞尔协议Ⅲ。 

 

考点 2 1988 年巴塞尔报告 

1988 年巴塞尔报告——《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确认了监督银行

资本的可行的统一标准。 

1）资本组成：巴塞尔委员会将银行资本分为： 

核心资本 附属资本 

 又称为一级资本，包括实收股本和公开储备，这部

分至少占全部资本的 50% 

又称为二级资本，包括未公开储备、资产重估储备、

普通准备金和呆账准备金、混合资本工具和长期次

级债券 

2）风险资产权重  

就是根据不同类型的资产和表外业务的相对风险大小，赋予他们不同的权重，即 0%、10%、20%、50%和

100%。权重越大，表明该资产的风险越大。 

3）资本标准 

到 1992 年底，所有签约国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即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不得低于 8%，

其中核心资本比率不得低于 4%。 

4）渡期安排 

1987 年年底～1992 年年底 

 

考点 3 2003 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 

 



最低资本要求 巴塞尔委员会继承了过去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想，将资本金要求视为最

重要的支柱，但新协议的资本要求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1）对风险范畴的进一步拓展。当前信用风险仍然是银行经营中面临的主要风险，

但是委员会也注意到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影响和破坏力。 

2）计量方法的改进。 

3）鼓励使用内部模型。 

4）资本约束范围的扩大。 

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巴塞尔委员会希望监管当局担当起三大职责： 

1）全面监管银行资本充足状况； 

2）培育银行的内部信用评估系统； 

3）加快制度化进程。 

市场约束 强调以市场力量来约束银行 

 

考点 4 2010 年巴塞尔协议Ⅲ 

巴塞尔协议Ⅲ体现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的监管新思维，按照资本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并重、

资本数量和质量同步提高、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并行，长期影响与短期效应统筹兼顾的总体要求，确立了国

际银行业监管的新标杆。 

 

1.强化资本充足

率监管标准 

资本监管是本轮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 

巴塞尔委员会确定了 3 个最低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标准： 

1）普通股充足率：4.5% 

2）一级资本充足率：6% 

3）总资本充足率：8% 

两个超额资本要求： 

1）要求银行建立留存超额资本，由普通股构成，最低要求为 2.5% 

2）建立与信贷过快增长挂钩的反周期超额资本，最低要求为 0～2.5% 

新标准实施后，正常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普通股、一级资本和总资本充足率应分别达

到 7%、8.5%和 10.5%。 

2.引入杠杆率监管

标准 

自 2011 年初按照 3%的标准（一级资本/总资产）开始监管杠杆率的变化，2013 年初开

始进入过渡期，2018 年正式纳入第一支柱框架。 

3.建立流动性风险

量化监管标准 

为增强单家银行以及银行体系维护流动性的能力，引入两个流动性风险监管的量化指

标： 

1）流动性覆盖率 

2）净稳定融资比率 

4.确定新监管标准

的实施过渡期 

为期 8 年（2011～2018）的过渡期安排 

 

2010 年巴塞尔协议Ⅲ最终方案。 

巴塞尔协议Ⅲ初步框架颁布实施后，暴露出了第一支柱计量标准不统一、内部模型套利等导致资本充足水平

降低，第二支柱监管难度加大导致监管有效性不足，第三支柱信息披露不透明导致市场约束力减弱等问题。 

巴塞尔委员会在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基础上，对杠杆率、交易对手、信息披露等方面监管架构相 

继进行了补充，但监管架构的有效性并未得到实质性提升。 

对此，巴塞尔委员会经过全面反思，最终在以“简单性、可比性和风险敏感度”平衡为目标的背景下，通 

过修订风险资产计量方法形成了最终方案。 



从最终方案看，巴塞尔委员会在通过重新划分资产类别、嵌入风险驱动因子、细化风险权重等保持监管架 

构风险敏感度的同时，又通过规范内部模型使用，降低风险资产计量的复杂性，来确保国际监管规则简单、

易于操作和易于理解；同时，还调整了内评法资本计量底线的要求，以确保不同国家、不同银行和不同时 

点上计量结果的可比性此外，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了最低杠杆率附加要求，以降低全球系统重要性 

银行的模型套利空间总体看，最终方案有效提高了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进一步强化了国际银行监管架 

构的权威性。 

 

考点 5 巴塞尔协议在我国的实施 

为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规则，推动银行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质效，2023 年 2

月，中国银保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开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修订工作，形成了《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重点修订了以下内容： 

一是构建差异化资本监管体系； 

二是全面修订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规则； 

三是要求银行制定有效的政策、流程、制度和措施，确保风险权重的适用性和审慎性； 

四是强化监督检查，优化压力测试的应用；五是提高信息披露标准。 

 

【多选题】（2020）根据 1988 年巴塞尔报告，属于银行附属资本的有（   ）。 

A.资产重估准备 

B.呆账准备金 

C.公开储备 

D.普通准备金 

E.未公开储备 

 

答案：ABDE 

解析：附属资本又称二级资本，包括未公开储备、资产重估储备、普通准备金和呆账准备金、混合资本工具和

长期次级债券。 

 

【单选题】（2019）2003 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所提出的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及（   ）的内容被

称为“三大支柱”。 

A.宏观审慎监管 

B.市场约束 

C.净稳定融资比率 

D.杠杆率监管标准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 2003 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2003 年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是：最低资本要求、监管

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 

 

【多选题】（2020）2010 年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监管国际规则进行了重大改革，内容主要包括（   ）。 

A.要求银行建立反周期超额资本 

B.引入杠杆率监管标准 

C.确立了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等“三大支柱” 

D.要求银行建立留存超额资本 

E.引入流动性覆盖率监管标准 

 

答案：ABDE 

解析：2010 年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监管国际规则进行了重大改革，内容主要包括：（1）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

标准；（2）引入杠杆率监管标准；（3）建立流动性风险量化监管标准。（4）确定新监管标准的实施过渡期。 



【单选题】（2020）美国次贷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要求银行建立留存超额资本，用于吸收严重经济和金融衰

退给银行体系带来的损失，最低要求为（    ）。 

A.3% 

B.2.5% 

C.0% 

D.4.5% 

答案：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