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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或将挑战“新常态”的下限。2019

年，国家公布的 GDP 增长目标下调至 6%-6.5%，这一目标已经连续三年

下调，低增速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而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很可能

会打破“新常态”下的脆弱平衡。在这一背景下，银行盈利空间受到挤压，

全国银行业 ROE连续多年下降；同时，互联网以及金融科技蓬勃发展，颠

覆性创新模式不断涌现，挑战银行现有业务模式。银行业转型与创新迫在

眉睫。 

政策方面，监管机构持续加大对银行风险管理的政策力度，严监管将

成为未来银行业发展的主旋律。在进一步调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用货币政

策刺激经济之间，政府做出了明确的政策选择，监管对银行的风险管理是

一条越来越严的“单行道”：今年 5月，银保监会发布 23号文，进一步强

调了对银行不良资产的认定口径，对信贷资产处理转让提出明确要求，对

于银行对房地产行业贷款也进一步收紧。发文明确传递出监管部门重视银

行风险管理，并且希望进一步收紧银行风险管理口径、强化银行风险抵御

能力的政策意图。 

银行业资源有限，未来究竟应该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业务拓展”

还是“风险管理”上？这是每位银行“一把手”都应思考的问题。一方面，

制造业等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不景气波及到银行业，导致银行综合业务经济

利润为负，资源投入越多，对全行 ROE的负面影响越大；另一方面，在风

险管理上的投入却能直接带来真金白银的价值；例如在不良资产清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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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总行专职的“不良清收”团队，提高技术投入，能在资产回收方面给

银行带来实实在在的回报。鉴于此，我们认为银行需要开始思考平衡“业

务”和“风险”之间的资源投放。 

新常态与数字化时代下，风险管理必须成为银行的“一把手”工程。

一把手需要带领全行积极应对风险管理四大议题： 

一、直面“降存量”：面对存量不良高企，“降存量”是各银行的首

要任务，银行必须确定清晰目标，建立专业团队，探索多元化清收处置渠

道，建立精细化配套管理机制，利用科学化工具方法，降低存量不良包袱，

确保银行轻装上阵； 

二、打造“控新增”新能力：降低新增问题资产同样重要，建议银行

以风险文化理念为指导，贷前强化客户准入，贷中建立专业独立审批制度，

贷后围绕预警模型，建立科学化贷后管理、以问责考核机制和系统工具为

依托，建立完备的风险管控体系； 

三、拥抱数字化“新模式”：数字化新时代带来了业务发展“新模式”，

围绕小微企业、供应链金融、消费信贷等业务出现一系列新模式，银行应

建立相应的数字化、线上化、精细化风险管理能力，助力新业务模式蓬勃

发展； 

四、构建“新能力”：银行一方面要加强数字化技术应用能力，在风

险管控中应用大数据与分析技术，降本增效、创造价值；另一方面，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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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带来的新风险类型，如模型风险、网络风险等，银行要强化应对能

力。 

我国银行业正处在“以客户为中心，以技术为驱动，专业化、精细化、

协同化，商业模式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转型关键期，我们由衷希望本期 CEO

季刊能够激发各方思考，就如何通过风险管理打造银行竞争力积极展开讨

论与探索，帮助中国银行业打造更科学、更精准、更有效的风险管理能力，

建立一套适应新常态、新模式发展方向的风险管理体系。 

祝开卷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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