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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将于2013年开始同时实施《巴塞尔协议II》和《巴塞尔协议III》(统称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近年来，国内银行业对风险量化度量技术日益重视。
但与国际先进银行相比，国內银行业的全面风险度量和经济资本管理仍处于初始阶段，风险度量技术
与资本管理艺术仍未实现有效整合，尖端技术仍只被较少的专业人员所理解和掌握，相关的专业术语
还没有成为银行经营管理的标准语言。

本书是一本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著作。
国内关于全面风险度量和资本管理的著述并不多见，本书是继克里斯·马滕的《银行资本管理》之后
，第二本有关银行资本管理的译著。
本书不但论及了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业务风险的各种度量方法和技术，而且讨论了如何
对风险进行集总。
更为重要的是，本书还将风险度量拓展到了风险控制(包括如何设定风险限额、如何设定授信限额、如
何根据风险进行定价)、风险调整绩效测评以及资本配置、预算目标设定等银行经营管理活动。
此外，书中还穿插了大量的金融机构案例，帮助读者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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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易于操作和沟通； （2）不需要对基准资产或者风险因子的收益联合分布作出细致的假设； 
（3）对于市场价值与风险因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固定的投资组合，历史模拟法能够捕捉到它的风险。
相对于方差一协方差法而言，其他模拟技术也都具有上述第3个优点。
这在下面分析期权的VaR度量时还会作进一步的分析。
而第1个优点就是历史模拟法所特有的了。
在历史模拟法的最简单形式当中，并不要求估计庞大的相关系数矩阵，或者要运用GARCH、
，EWMA法等对单个风险因子的波动行为进行建模。
因为历史模拟法基本上是假设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分布是稳定的。
与此同时，采用这种VaR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也很容易被任何高级经理人员所理解和进行阐释，即便
他们对方差一协方差技术一无所知。
第2个优点也很重要，但是对其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解。
历史模拟法并不是不需要假设的，因为它本身就假设收益率的历史的联合分布是未来分布的合理近似
。
只不过历史模拟法并不要求假设资产收益率是服从联合正态分布的，而方差一协方差法就有这样的要
求。
对于单笔资产来说，收益率的经验分布通常接近于正态分布，但是并不是标准的正态分布。
特别是负收益的概率常常会明显高于正态分布负收益的概率，因此收益分布的左侧尾部就比正态分布
的左侧尾部要更加“肥厚”。
采用实际的历史收益率数据，历史模拟法能够解释单笔资产收益率的“厚尾”现象。
而最重要的就是，历史模拟法因为不需对收益的联合分布做出假设，就可以考虑在市场冲击下，资产
收益相关性的突变效应。
这在方差一协方差法中是无法考虑的，而在蒙特卡罗模拟法中也十分困难并且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建
模。
例如，假设A国的股票市场对B国股票市场的行为相对不敏感，即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两国股市的相关
性很低；但是当B国的股票市场在t-k日和t-k’日之间遭遇突然的大幅下挫时，A国的股票市场就会有
相当大的反应，也就是说在市场危机中相关性显著上升。
方差一协方差法就会假设这两个市场服从联合正态分布，其相关系数就是正常状况和危机状况下相关
系数的均值。
显然，这样的假设是不能真正反映出这两个市场的相互依赖和互动关系的。
当然，采用连接函数可以对这两个市场的相依结构进行建模，其建模更加精确但是过程也比较耗时。
连接函数相对而言更加复杂，但是也比较常用，下文还会对其作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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