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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同业业务实行专营部门制大限逼近

大型银行多数已设立相关部门，小银行仓促应对；业内人士建议，银行分支机构保留部分同业业务

证券时报记者 蔡恺

见习记者 孙璐璐

银监会要求银行同业业务部门必

须实行同业业务专营部门制的指令，

在

9

月底临近大限。 证券时报记者获

悉， 部分上市银行已设立同业业务专

营部门， 但一些小银行的准备过程十

分仓促。此外，由于开展业务的现实需

要， 一些银行分行的同业部门仍保留

部分原有的职能。

合规运营并非易事

为规范银行同业业务， 今年

5

月

中旬五部委联合发布 “

127

号文”，随

后， 银监会又发布了配套性的 “

140

号

文”，要求银行对同业业务实行专营部门

制，分支行不得再经营。监管部门试图以

此整治银行同业业务多头展业、 松散的

现象。

近日， 证券时报记者向多家上市

银行询问同业业务专营部门的设立进

展，但收到的正面回应并不多。国有银

行方面， 仅有工行回复称，“早已成立

了相关部门”，其他国有行暂未有任何

回复。 但据记者了解，多家大型国有银

行已经完成相关部门的设立。

股份制银行方面，中信银行方面未

有回复，民生银行方面则称，“有相关进

展会第一时间公告”， 光大银行和华夏

银行方面均表示，“业务部门目前不方

便接受采访”。 不过，浦发银行回应称，

该行的金融市场部就是同业业务的专

营部门。 城商行方面，南京银行相关人

士回应，该行已于去年

4

月成立金融同

业部。

此外，据证券时报记者观察，一些小

型银行应对得十分仓促。 华中某城商行

行长办公室人士表示， 该行已成立同业

部，但准备过程很仓促，因为同业业务分

散在金融市场部、 公司部以及投行部等

多个部门，有很多需要协调的工作，所以

“几乎天天开会”。

另一浙江城商行的高管表示，监管

的要求，银行肯定会配合，但短时间内

要求实力较弱的小银行成立新部门，人

力资源配备方面跟不上。 他说，为了应

对监管监察，一些小银行临时让金融市

场部的老总兼任同业业务部的老总，

“两个部门实际是一套班子” 的情况其

实很多。

毕马威于近期发布 《中国上市银行

业绩回顾及热点问题探讨》的报告指出，

如何调整现有的业务模式， 将原本分散

的业务经营与管理整合到同业专营部门

框架下，是银行面临的最大挑战。

毕马威研究指出， 在同业业务的监

管框架下， 银行需采取的合规程序包括

准确解读监管要求、全面梳理存量业务，

以及制订改进方案。 涉及改进的方面为

业务模式、合同版本、会计处理、风险计

量、资本计提、拨备计提、期限错配、信用

风险及缓释手段等。由此可见，同业业务

的合规运营并非一件易事。

另外， 据银监会网站的各地新闻显

示， 近期多地银监局抓紧督促当地银行

同业业务的改革进展。 “这两天，银监局

就派人来做现场监管， 尤其针对同业业

务，要求检查我们行的业务审批文件。 ”

上述华中城商行人士说。

分支机构保留一定职能

虽然“

140

号文”规定银行的其他部

门和分支机构“不得经营同业业务”，但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仍有部分银行的

分行在负责同业业务的职能。 不少业内

人士认为， 由于开展业务的现实需要，

不宜完全禁止银行分支机构从事同业

业务。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

主任郭田勇表示， 以前银行的同业业务

操作不规范，分支行各自为政，规模高速

增长的背后隐藏风险， 更导致了去年的

“钱荒”， 因此， 监管层认为有整顿的必

要。 但是，同业业务是银行的重要业务板

块，也不适合“一刀切”地全部停掉，应由

总行统一配资，统一管理。

南京银行相关人士称，同业监管新

规发布后，该行上收了分行经营同业业

务的权限，由总行金融同业部全面负责

经营；分行的同业业务人员则接受总行

的委托，仅负责经办同业业务的操作性

事项。

证券时报记者从几位业内人士处获

悉， 有不少银行的分行同业部门仍有一

定的业务职能。

据某股份制银行广州分行同业部人

士透露，其所在部门仍承担着收集信息、

营销和维护客户关系的职能， 不清楚这

样是否合规。 同时，她表示，“做业务仅靠

总行的一个部门肯定不够， 总行同业部

是业务主管部门，分行是业务触角，信息

多，反应快”。

上述同业部人士还称， 以前部分银

行的分行在金融交易市场单独开户，甚

至私自与同业签回购协议， 显然属于运

作违规。 同时，现在大部分银行总行已将

分行的审批权上收， 并以总行为资金唯

一的出入口， 这样已经能杜绝多头展业

的情况。

长城证券资产管理部研究主管黄飙

表示， 银行分支机构的同业业务营销职

能应该保留，发起项目、客户关系维护等

职能也应由分支行负责， 尽职调查工作

可以由分支机构同业部门和总行专营部

门人员一起做， 但最终审批权一定在总

行的同业部。

黄飙说，经过这次同业业务改革后，

业务的审批权上收到总行，与以前相比，

业务流程变长，开展业务的速度会放慢。

当然，这样风控更有保障。

鹏睿咨询（中国）有限公司于冰：

中美对银行金融创新的监管思路相似

证券时报记者 蔡恺

自

2013

年以来， 从 “

8

号文”到

“

127

号文”、“

140

号文”，多记监管重

拳打在了影子银行体系中的同业业

务上。 监管层试图浇灭银行以金融创

新实现表外信用扩张的冲动。

为什么监管层如此重视同业业

务的规范化发展？ 中国和西方在这方

面的监管理念有何共性？ 对此，证券

时报记者专访了鹏睿咨询 （中国）有

限公司总经理于冰，她长期研究中外

金融监管与合规。

渐进式监管手段

证券时报记者：

同业业务为何会

被加强监管

？

其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否

隐藏着系统性风险

？

于冰： 从之前的银信合作到现在

的同业业务， 实质不变， 只是形式变

了。 一方面，影子银行所创造的信用，

多数都流入了资金需求旺盛、 产能过

剩的行业。 另一方面， 随着与国际接

轨，中国的银行监管体系不断升级，监

管指标越来越多。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

下， 一些银行的业务创新偏离了创新

的本意， 而是向减轻监管成本的方向

发展。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的结构

性调整，但有一些银行的同业业务链

条过长，抬高了实际融资成本，加重

了中小企业的负担，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经济发展的速度。 而且，同业业务

的“创新”不是真正的金融创新，而是

变相走放贷的老路，如此无约束发展

下去当然会隐藏风险。 银行实则是中

国经济的一面镜子，银行体系的风险

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整体经济

的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

您如何评价

“

140

号文

”

等监管措施的轻重及其对银行

业的影响

？

于冰：近些年，中国资本市场的

改革正在逐步推进， 银行信贷仍占

据重要地位。 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

引进更为市场化的机制， 必然会对

银行的利润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此

中国目前所采取的监管还是一种渐

进式的。

我们所看到“

140

号文”的组织

架构规定和“

127

号文”的规模指标

等，实际上是给银行留出一定的时间

和空间，做进一步的调整；在不给整

体经济造成较大起伏的情况下，希望

这些同业业务向着更为合规的方向

发展。

中美两国监管思路相似

证券时报记者：

发达国家银行在

金融创新

、

银行监管方面与中国有何

异同

？

于冰： 中国的银行没有像美国金

融危机爆发前那样投资了很多复杂的

衍生工具， 而且中国金融产品的杠杆

率也不高。

但是，也有相似的方面。

本来，商业银行有保护储户利益

的义务，而且银行是社会重要的支付

工具， 因此银行不能有过高的风险偏

好。 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银行

风险偏好提高，在信贷领域接受了更高

风险的客户，同时，以风险管理为初衷

的衍生品被过分创新使用，成为了套利

的工具，这也为后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

隐患。 中国的银行也在经历利率市场

化，银行也开始追求存贷业务之外的高

收益。

其次， 中国和美国的监管思路类

似。 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发布了“沃尔

克规则

(Volcker Rules)

”，禁止银行利用

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存款进行自营交

易、投资对冲基金或私募基金，保护储

户的利益。 而中国的监管思路也是希望

能够限制商业银行的资金向高风险资

产的流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储户

的利益。

针对一些不规范行为， 及时出台监

管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能与加速金

融领域的市场化相配合，效果会更好。

打造“大同城” 金融服务圈

华夏银行首推京津冀协同卡

证券时报记者 牛溪

9

月

28

日， 华夏银行京津冀协

同卡首发仪式在北京、 天津及石家

庄三地同步举行。 这是国内第一张

为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而专门发行

的银行卡， 彰显出华夏银行力图为

三地客户打造“大同城”金融服务圈

的意识。

京津冀协同卡是华夏银行以 “业

务协同、产品协同、服务协同、发展协

同”为宗旨，面向北京、天津、河北地区

客户群体发行的借记卡。 该卡除具有

普通华夏银行借记卡拥有的服务功能

及常规优惠外， 持卡人还可享受一系

列的同城待遇。

华夏银行负责人向证券时报记者

称，华夏银行目前在京、津、冀地区有

着较好的业务基础， 未来还会投入更

多的资源，加快布局，以京津冀协同卡

为载体， 提升华夏银行个人业务服务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能力， 打造该行个人业

务服务的品牌。

据悉，目前，华夏银行在三地总计拥

有七家分行及近百家的支行网点， 自助

设备近千台，共有

4000

多名员工，业务

规模近

3000

亿元，个人客户量达

300

万

户。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

略的实施， 华夏银行各项业务也将拓展

新的发展空间。

人物简介：

于冰

，

鹏睿咨询

（

中国

）

有限公司管

理董事兼总经理

，

负责鹏睿金融集团

（

Promontory Financial Group

）

在北京和

香港的运营

，

为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提

供监管

、

风险管理

、

合规等方面的咨询

。

在加入鹏睿金融之前

，

于冰已在中国和

英国的金融和咨询机构从业

20

余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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