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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银行业明年起实施新监管标准

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10.5%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在国际金融准则新一轮修订的基础

之上， 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在国际上较

早完成了新监管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

作。 昨日， 中国银监会发布 《关于中国

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

明确了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 杠杆

率、 流动性、 贷款损失准备监管标准，

并根据不同机构情况设置差异化的过渡

期安排。

新标准改进了资本充足率计算方

法， 将监管资本从现行的两级分类修改

为三级分类， 即核心资本充足率、 一级

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 其最低要求

分别为

5%

、

6%

和

8%

； 新标准实施后，

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

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得低于

11.5%

和

10.5%

， 若出现系统性信贷过

快增长， 需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

新资本监管标准从

2012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 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

重要性银行应分别于

2013

年底和

2016

年底前达到新的资本监管标准。 过渡期

结束后， 各类银行应按照新监管标准披

露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

为了防止银行业金融机构杠杆率的

过度积累， 《指导意见》 引入了杠杆率

监管要求， 即一级资本占调整后表内外

资产余额的比例不低于

4%

。 在流动性

风险监管方面， 银监会建立了多维度的

监管指标和监测指标体系， 在我国现行

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的基础上， 引入流

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例， 两个指

标均不得低于

100%

。

另外， 《指导意见》 还要求银行业

金融机构改进贷款损失准备监管， 贷款

拨备率不低于

2.5%

， 拨备覆盖率不低

于

150%

； 并根据经济周期、 贷款质量

和盈利状况， 对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

求进行动态化和差异化调整， 进一步

缓解银行体系的亲周期性。

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我国执

行的新监管标准较第三版巴塞尔协议

更加严格。 银监会与国内学术机构就

新监管标准对宏观经济的潜在影响进

行了评估。 结果表明， 由于我国商业

银行资本质量较好， 资本充足率水平

较高， 大多数商业银行已经达到新的资

本充足率监管标准， 实施新资本监管标

准不会对银行体系的信贷供给能力产生

较大冲击， 对

GDP

（国内生产总值）

增长率的短期影响很小， 通过分步达

标， 实施新资本监管标准对

GDP

增长

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降低。

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还介绍说， 基于

“十二五” 规划纲要确定的

GDP

增长

率、

GDP

和信贷扩张之间的相关性、 未

来银行业的盈利水平等进行的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虽然未来

5

年银行业将面临

一定的资本缺口， 但将主要通过银行内

部资本积累满足资本监管要求； 随着国

内资本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商业银行新

增融资需求不会对国内资本市场产生较

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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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

继续运用利率等价格手段管理通胀预期

证券时报记者 贾壮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公布的 《

2011

年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提

出， 下一阶段要根据形势发展要求， 继

续运用利率等价格调控手段， 调节资金

需求和投资储蓄行为， 管理通胀预期。

加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监测与调节， 保

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和节奏。

央行在报告中表示， 一方面， 要处

理好控制货币总量和改善结构的关系。

在满足经济发展合理资金需求的同时，

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条件， 同时着力优

化结构， 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投融资需

求。 另一方面， 要处理好促进经济增长

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 当前增长速

度和就业都处在合理水平， 稳定物价

和管好通胀预期是关键， 也是宏观调

控的首要任务。 要保持必要的调控力

度， 巩固和加强前期调控成果， 进一

步巩固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报告认为， 准备金工具针对由外

汇流入等导致的偏多流动性， 其运用

力度和调整空间取决于多个可变的条

件， 因此并不存在绝对上限。 要根据

经济金融形势和外汇流动的变化情

况， 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 存款准

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 合理安排政

策工具组合、 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

加强流动性管理，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

性合理适度， 促进货币信贷适度增长。

报告提出， 要把货币信贷和流动性

管理的总量调节与强化宏观审慎管理结

合起来， 根据宏观形势变化及银行体系

稳健性状况等进行适度调整， 继续实施

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 引导并激

励金融机构自我保持稳健和调整信贷投

放， 提升金融机构风险防范能力。 进一

步加强系统性风险防范。 继续加强地方

融资平台公司贷款、 表外资产和房地产

金融的风险管理。

央行称， 要继续培育货币市场基准

利率， 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增强风险定

价能力， 根据 “十二五” 规划总体要求

和基础条件， 通过选择具有硬约束的金

融机构、 逐步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价格

等途径有计划、 有步骤地推进利率市场

化改革。

汇率政策方面， 要按照主动性、 可

控性和渐进性原则，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

汇率形成机制， 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

成中的基础性作用， 参考一篮子货币进

行调节， 增强汇率弹性， 保持人民币汇

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促进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加快发展外汇市

场， 推动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创新。 扩大

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 稳

步拓宽人民币流出和回流渠道。 继续深

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严厉打击 “热

钱” 等违法违规资金流入。

国资委要求央企积极参与保障房建设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国务院国资委日前下发通知， 要求

中央企业进一步加大对保障性住房开发

建设的投入力度， 发挥央企的骨干和带

头作用。 通知强调央企要通过多种方式

积极参与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 并明确

了勘察设计、 房地产开发、 工程建设、

建材和矿区等五类央企参与保障房建设

的职责。

通知称， 按照国务院的有关部署，

地方政府是落实和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的主体。 有关中央企业要及时收集掌

握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方面的规

划、 进度安排、 项目资料和政策支持

等信息， 加强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

沟通， 争取地方政府的支持， 在地方

政府的领导下， 按照市场化运作方

式， 通过多种途径参与保障性住房开

发建设。

通知明确了相关央企各自在参与

保障房建设中的职责。 其中， 勘察设

计企业要充分发挥在人员、 资质、 经

验等方面的优势， 主动承接保障性住

房的规划和设计。 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抓

住各地在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 投资补

助、 财政贴息、 融资、 税费等方面出台

优惠政策的机会， 将保障性住房与商业

性房地产开发有机结合起来。

工程建设企业要利用企业在规模、

质量、 成本和信誉等方面的优势， 积极

承担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建设任务。 建材

企业要努力保障各地对保障性住房建设

所需建材的供应， 提供质优价廉的材

料， 推广使用新型节能建材。 矿区企业

要利用有关优惠政策， 争取将本企业棚

户区改造工作纳入到当地保障性住房建

设计划。

通知要求， 有关中央企业要加强组

织领导， 结合本企业实际研究制订参与

保障性住房开发建设的实施方案。 在开

发建设过程中， 要注意总结经验、 研究

问题， 并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国资委报告。

通知还强调， 在保障性住房开发建

设中， 要始终树立 “质量第一” 的意

识， 强化对开发建设各个环节的过程管

理， 控制工程造价， 保证工期， 切实防

止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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