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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商业银行是典型的风险型企业，银行经营过程中不仅面临一般企业所面临的各种经营风险，更会
面临金融企业所特有的金融风险。
同时，银行又是经济社会各种风险的集散地，各种外部风险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其经营活动的安全，
银行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反过来又会影响到经济甚至社会的稳定。
在银行的经营活动中，时时有风险，处处有风险，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银行经营活动的始终，涉及银
行管理的各个方面。
因此，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管理的核心。
作为金融服务企业的现代商业银行，更是把风险作为重要的资源，从风险管理中寻找自身成长发展的
空间。
　　中国的商业银行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已经从框架式的、制度改革阶段，逐步走向以提升核心竞
争力为重心的内部精细化管理阶段。
在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确立过程中，中国的商业银行先后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
风暴的洗礼。
幸运的是，在这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的银行业都没有处在危机的漩涡中心，尽管危机给中国的商业
银行也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总体上看，这两次危机更多的是给新兴的中国商业银行上了两次风险课。
因此，从监管部门到商业银行内部，重视风险管理已经成为共识。
近年来，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也在不断得到加强，主要商业银行已经开始按照《新巴塞尔协议》
的要求构建风险管理体系，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水平正不断缩短与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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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银行业风险管理包含度量、监测和控制风险所必需的所有技术和管理工具，目的是通过设计一整
套风险管理流程和模型，使银行能够实施以风险为本的管理战略和经营活动。
本书对银行风险管理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从全球视角一直到某个特殊的利润中心的基本面的管理，
都有详细论述。
书中既强调对概念的理解和风险管理问题执行的必要性，又对银行风险管理的最新技术和实践问题进
行了检验，包括在险价值、资产负债管理、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管理等。
　　本书致力于介绍银行风险管理领域内最新的概念和模型及其在实际中的运用，因此，可以把本书
看做是一个有关银行风险管理方丽的“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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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可预期损失用于衡量信用风险。
基于谨慎原因，市场风险仅仅把对价值的反向偏差视作损失，而忽视了可预期的损益。
可预期损失指许多贷款组合的统计损失。
大数定律指出损失时高时低，直觉告诉我们损失回归于长期平均值。
　　这是经济准备和“可预期损失风险管理”的基础。
直觉强调可预期损失的准备应足以承担损失，这在长期也许是对的。
按照定义，统计损失使大量时期的损失平均化，而假设年度损失则倾向于回归到长期平均值。
然而，直觉也会误导我们，因为它忽视了当损失超过长期平均值的短暂时期。
理论上，业绩好的年份低于长期平均值的损失可以弥补业绩差的年份高于长期平均值的损失，但不能
保证损失可迅速回归到长期平均值。
偏差的持续时间可能比预期的还长。
因此，经济准备将导致暂时的超过长期平均值的额外损失。
除非有资本承担这种额外损失，否则银行将可能破产。
损失第一次超过平均值就将引发违约行为。
　　但是，计算平均损失时对参考期的选择也非常关键。
从业绩好的年份开始，我们将获得对可预期损失的乐观的参考值，反之亦然。
管理者坚持“沿着经济周期”来测定损失以平衡这种影响。
这个建议比较合理，因为如果实施该建议可以使经济准备不会低估业绩较差年份的平均损失，因为这
些准备指在经济周期扩张阶段的损失的观测值。
　　统计损失可以说更多的是一个投资组合概念而非单个交易概念。
对于单个交易，客户可能违约，也可能不违约。
但对一个风险敞口，真正的损失从来不等于平均值。
另一方面，对一个投资组合来说，可预期损失就是损失分布的平均值。
对每笔交易收取等于平均值的费用是合理的，因为每笔费用加起来构成了总的要求准备金。
　　一个投资组合越多样化，损失变动就越小，损失就越倾向于平均值，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偶
发性损失。
VaR模型的一个目的就是精确测定风险的大小、平均水平以及偏离平均值的程度或几率。
只关注某一方面就不能说是投资组合的风险描述。
事实上，描述风险特征要求得到整个损失分布以测定不同规模的损失中大规模损失的发生概率。
　　作为一个长期平均值，预期的损失是我们迟早都要面对的损失值。
因此，从收入中扣除预期损失是合理的，因为它代表的是总体平均费用。
如果没有围绕平均值的随机波动，就没有必要增加资本作为经济准备。
这一原理要求在进行经济准备时资本应超过可预期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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