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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管动态 

（一）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

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健康性，保障我国全球系统重

要性银行具有充足的损失吸收和资本重组能力，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财政部制定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

能力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经国务院同意，现正式发布。 

《办法》共七章四十一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建立了总损失吸收能

力监管体系。设定了风险加权比率和杠杆比率两个监管指标，将监管要求

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最低要求，风险加权比率和杠杆比率应于 2025

年初分别达到 16％、6％，2028 年初分别达到 18％、6.75％；第二层次

是在最低要求基础上，应满足相应的缓冲资本监管要求；第三层次是在确

有必要的情况下，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有权针对单家银行提出更审慎的要

求。二是明确了总损失吸收能力定义。根据国际统一规则，明确了各类外

部总损失吸收能力工具的合格标准，进一步理顺了各类工具的损失吸收顺

序。三是确定了监管范围和监管主体。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和财政部依法

对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按照法

律法规规定和职责分工对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务工具的发行进行管理。 

（银保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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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批准的总损失吸收能力国际监管规则的必要措施，有利

于完善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和风险处置的制度框架，增强防范化

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能力。 

（二）银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 

10月 27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21年 12月 1日起施行。 

《办法》共六章，四十二条。第一章总则，主要对适用业务及机构范

围作出界定；第二章准备金的种类及评估方法，对非寿险业务的各项准备

金定义及提取方法进行明确；第三章内控管理，对保险公司在准备金管理

的各个环节的内控管理作出要求；第四章监督管理，对银保监会及派出机

构对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的监督管理内容及方式进行明确；第五章法律责任，

依据《保险法》对非寿险准备金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明确；第六章附则，对

实施时间等其他未尽事项进行说明。 

（银保监会网站） 

点评 

《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的出台使非寿险准备金监管

制度与会计准则及偿付能力监管规定做到了协调统一，为保险公司的非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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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准备金评估和管理提供了更加完善、可循的制度依据。 

（三）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

有关事项的通知》 

为加强和改进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监管，规范市场秩序、防范经营风

险，促进公平竞争，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中国银保监会近日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简

称《通知》）。 

《通知》分为三个部分，共二十二条，同时配套下发《关于试运行互

联网人身保险业务定价回溯工作的通知》。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互联网

人身保险业务经营条件。满足偿付能力充足、综合评级良好、准备金提取

充分、公司治理合格相关要求的保险公司，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互联网

人身保险业务。二是实施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专属管理。明确保险公司可

通过互联网开展的人身保险业务范围，细化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开发规则，

加强互联网渠道经营行为监管。重点解决互联网人身保险产品定价不科学、

宣传销售不适当、管理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三是加强和改进互联网人身保

险业务监管。首次实施分渠道定价回溯监管，建立登记披露机制，探索问

题产品事后处置机制。 

（银保监会网站） 

点评 



 

 - 5 - 

《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作

为配套规范性文件，着力规范互联网人身保险领域的风险和乱象，统一创

新渠道经营和服务标准，旨在支持有实力、有能力、重合规、重服务的保

险公司，应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便捷的保

险服务。 

二、观点聚焦 

郭树清：不应搞“一刀切”和“运动式”减碳 

10 月 20 日，2021 金融街论坛年会在京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

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

应当平稳过渡，不搞“一刀切”和“运动式”减碳。 

郭树清说，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出现“拉闸限电”，反映出基础设施

建设运营和节能减排等诸多方面的矛盾。我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基础设

施大国，发电装机总量、高铁运营里程、水利设施规模等都位居世界前列，

但基础设施还不能很好适应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

需要，必须持续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中国青年报） 

易纲：坚持金融分业经营基本格局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10月 21日在 2021金融街论坛全球系统重要

性金融机构会议上强调，未来将继续坚持金融分业经营的基本格局，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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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8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