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天琦：关于金融风险“早识

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

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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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

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

早处置”。 

这需要金融管理部门强化微观审慎监管，重视行为监管，落地功能监

管，严控增量风险。同时，随着经济周期、金融周期的起伏，不良资产也

会周期变动，不可避免会出现高风险机构，需要建立具有硬约束的高风险

机构早期纠正机制，做到“不纠正即处置”，不使高风险机构在一些地方

出现淤积。 

人民银行每个季度对4000多家银行进行央行评级。央行评级共11级，

1-7 级属于安全边界内，8、9、10 和 D 级属于高风险机构。2020 年起，

每季度高风险机构数量持续下降，大部分机构都在安全边界内。 

从 2021 年上半年看，3978 家参评机构都是在安全边界内，资产占整

个银行业的 98.6%。“红区”高风险机构 422 家（8-10 和 D 级），数量较

多，但是资产占比很小，仅为 1.4%。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包商银行等几

家中小银行出险后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从另外一个数字看，24 家大型银行（工农中建交邮储等）评级结果一

直非常好，评级始终处于 1-7 级，在银行业中资产占比达到 70%。所以总

体上看，整个金融业的风险还是可控的，底盘非常稳定，压舱石非常稳定。

金融业总资产是 370 万亿，90%是银行业的资产，银行业资产的 98.6%都

是掌握在安全边界内的银行，70%掌握在 24 家大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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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央行评级高风险金融机构情况（8-D 级）：2018 年 4 季度高风

险机构 587 家，2019 年 4 季度 545 家，2020 年 4 季度 442 家，2021

年 2 季度 422 家（数据来源：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 年三季度约 400

家，高风险机构持续下降。存量风险呈现区域集中的特点，四五个省份高

风险机构的数量占全国 70%，资本缺口占全国 80%左右。 

从大形势看，经过三年攻坚战，安邦系、明天系、华信系等大雷已精

准拆弹，基本得到有序处置。剩下存量的高风险机构，单个机构都很小，

但是区域上比较集中，加之商业银行风险的链式反应特点，处置起来仍需

重视。同时，密切防范可能的新型风险和疫情的后续冲击。 

（一） 准入环节 

一是股东资质的监管。加强管理部门间信息共享，促进金融机构股东

的穿透监管。 

二是金融业必须要持牌，严厉打击无照驾驶。打击无照驾驶的非法金

融活动，行动上必须严厉，舆论上也必须严厉，敢于把金融活动定义为非

法金融活动，严肃执法，高举高打、高举严打，过去对非法金融活动显得

偏慢、偏软、偏松。 

无照驾驶，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既有境内的，也有跨境的。无照驾驶

的非法跨境金融服务包含跨境开立银行账户等银行服务、跨境证券投资服

务、跨境销售保险、跨境支付服务、跨境比特币和 ICO 交易服务、跨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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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保证金交易等。 

其中，更迷惑、更隐蔽的方式是，一些中资金融机构持有境内牌照，

其香港子公司持有境外牌照，然后与境内机构合作，在境内各种变相揽客、

展业，利用数字平台变相给境内提供金融服务。因为这些机构在境内持有

牌照，在境外也持有牌照，更具迷惑性，但它提供跨境金融服务是没有经

过产品准入，也违反外汇管理规定，属非法金融活动。 

金融作为特许行业，必须持牌经营。金融产品是“专卖品”，不是任

意机构都可以卖，不是想卖给谁就卖给谁，也不是谁想买就能买（合格投

资者概念）。网络大 V 通过社交媒体（如抖音）带货销售金融产品必须持牌，

否则属非法金融活动。 

（二） 持续监管环节的微观审慎监管 

要健全公司治理，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提高对关联交易监管和

集中度监管有效性。规范同业业务，强化流动性监管和资本要求。提高杠

杆率监管的有效性，强化金融机构资本约束，规范表外业务发展。提升中

小机构的科技水平，强化异地展业和异地经营监管，弥补监管空白。提高

资产质量监管的有效性。关注货币错配和汇率风险。回归基本常识、基本

常理，高度关注与同业偏离度太大的异常指标，及早纠偏，强化数据真实

性监管。中小金融机构要推进人力资源的结构优化。 

重点看几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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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交易和集中度的教训非常深刻。 

2021年处置的两家高风险银行，其中一家银行总资产约1500亿，93%

的贷款给了控股股东，另一家类似规模的银行 80%的贷款也给了控股股东。 

对关联交易和集中度的监管关键是监管要求的落地执行。 

从 1996 年起，监管部门对关联交易和集中度监管就提出了非常明确

的数据指标要求：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监控、监测指标和考核办法的通知》

（1996）规定，对同一借款客户贷款余额与银行资本净额的比例不得超过

10%。对最大十家客户发放的贷款总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 

《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1997）规定，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

额不得超过本农村信用社资本总额的 30%。 

《关于修改农村信用合作社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指标的通知》（1998）

规定，对最大的一家客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社资本总额的 30%，对最大

的十家客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社资本总额的 1.5 倍。 

《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2002）规定，同一股东在商业银

行的借款余额不得超过商业银行资本净额的 10%。 

从这几年的高风险机构看，这些要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2. 在金融科技方面，中小金融机构的科技水平一定要提高，但是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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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基础，做好最基础的工作，不要追求时尚的概念和虚头巴脑的东西。 

根据对出险商业银行的总结，和对十多家省会城市城商行和农商行的

调研，发现几个典型问题： 

一是银行内部分支机构信贷数据无法共享，系统无法识别信贷客户管

理关系，需要人工识别与认定。例如，一家集团有多家子公司，很多子公

司都是银行的客户，这些子公司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公司纳入企业集团

授信的统一客户管理。 

二是流动性管理系统功能缺失，部分指标手工填报或直接调整，无法

准确监测流动性风险，系统内的流动性指标与报监管的报表数据严重不一

致。 

三是没有建立管理信息系统，分支机构仍然用手工台账的方式管理抵

质押物，无法实现对抵押品的动态监测。 

四是不能按实际控制人进行集中度管理，大量贷款突破集中度和关联

交易监管要求，线上线下审批存在流程脱节。 

五是信贷系统与信用卡数据割裂，手工导入合并计算导致误差很大。 

六是搭积木式的信息系统建设，导致信息系统架构管控空白，功能重

复建设，系统联动性差，风险监测功能模块割裂，无法全面监测识别预警

风险。实践中，柜面出现的风险，系统反映不出来。2020 年，某银行的一

个网点出现挤兑，柜面已经挤兑好几天，但系统反映不出来。此外，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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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之间不良贷款统计口径不一致。 

七是客户关联分级分群等功能缺失，客户数据标签画像不清晰，数据

价值利用率低，难以支撑数字化转型的需要。 

八是对外包的依赖度太高，运维的外包人员更换频繁，服务年限短，

稳定性差。所以，总体来看，实际上中小金融机构有大量的数据，但是数

据尚未得到有效利用，数据还在睡大觉，需要重视的是更基础的数字化方

面的工作。 

3. 回归基本常识，基本常理，高度关注与同业偏离度太大的异常指标，

及早纠偏。 

近几年出险的某农商行 10 个月内资产扩张 16 倍，三个出险的企业一

个 7 年间资产负债规模扩张 93 倍、一个虚假贸易（离岸转手买卖）营业收

入 7 年内增长了 700 多倍、一个 10 年间负债从 0.89 亿元扩张至 4159 亿

元，扩张了 4000 多倍，并且在整个违背常理的扩张过程中，金融市场和

金融机构持续给予高评级、承销债券、斥资购买债券、发放贷款等。 

稳定部门在总结这些出险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和暴雷工商企业的基础上，

建立了预警机制，从大量中小金融机构的数据库中寻找哪些中小金融机构

的哪些指标过于好于同业，从中寻找风险隐患和苗头。 

从 2021 年看，一个季度大概抓出四五十家，抓的重点是评级好的机

构（评级 1-7 级，甚至 1-5 级），因为在高风险机构里边找已经没意义。抓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57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