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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 

 

为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建立系统重要性

银行评估与识别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

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

构监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301 号），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一）评估目的。对参评银行系统重要性进行评估，识别出

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每年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根据名单

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差异化监管，以降低其发生重大风险的可

能性，防范系统性风险。 

（二）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依法设立的商业银行、开发

性银行和政策性银行。 

评估中使用的数据为集团并表数据，并表范围按照银保监会

监管并表范围确定。 

（三）系统重要性的定义。本办法所称系统重要性是指金融

机构因规模较大、结构和业务复杂度较高、与其他金融机构关联

性较强，在金融体系中提供难以替代的关键服务，一旦发生重大

风险事件而无法持续经营，可能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产生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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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程度。 

二、评估流程与方法 

（四）评估流程。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按照以下流程每年

开展一次： 

1.确定参评银行范围。 

2.向参评银行收集评估所需数据。 

3.计算各参评银行系统重要性得分，形成系统重要性银行初

始名单。 

4.结合其他定量和定性分析作出监管判断，对系统重要性银

行初始名单作出调整。 

5.确定并公布系统重要性银行最终名单。 

（五）评估方法。采用定量评估指标计算参评银行的系统重

要性得分，并结合其他定量和定性信息作出监管判断，综合评估

参评银行的系统重要性。 

（六）参评银行范围。若某银行满足下列任一条件，则应纳

入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范围： 

1.以杠杆率分母衡量的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在所有银行

中排名前 30。 

2.曾于上一年度被评为系统重要性银行。 

（七）数据收集。银保监会每年根据本办法制作数据报送模

板和数据填报说明。数据填报说明包含各级指标及定义、模板较

上年的变化等内容。参评银行于每年 6 月底之前填写并提交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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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年度数据。银保监会进行数据质量检查和数据补充修正后，

与人民银行共享参评银行的监管报表、填报数据和其他相关信

息。 

（八）系统重要性得分。银保监会在完成数据收集后，计算

参评银行系统重要性得分。除第三部分另行规定计算方法的情形

外，每一参评银行某一具体指标的得分是其该指标数值除以所有

参评银行该指标的总数值，然后用所得结果乘以 10000 后得到以

基点计的该指标得分。各指标得分与相应权重的乘积之和，即为

该参评银行的系统重要性得分。 

（九）阈值和分组。得分达到 100 分的银行被纳入系统重要

性银行初始名单。按系统重要性得分进行分组，实行差异化监管。

各组分界值如下： 

第一组：100 分至 299 分。 

第二组：300 分至 449 分。 

第三组：450 分至 749 分。 

第四组：750 分至 1399 分。 

第五组：1400 分以上。 

银保监会后续可根据实际年度数据测算结果，商人民银行并

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批准后，对阈

值和分组进行调整。 

（十）监管判断。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可根据其他定量或定

性辅助信息，提出将系统重要性得分低于 100 分的参评银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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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监管判断建议，与初始名单一并提交金融

委办公室。 

使用监管判断的门槛应较高，即只在个别情况下改变根据系

统重要性得分确定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初始名单。 

（十一）名单确定和披露。系统重要性银行初始名单、相应

银行填报的数据和系统重要性得分、监管判断建议及依据于每年

8 月底之前提交金融委审议。系统重要性银行最终名单经金融委

确定后，由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 

（十二）信息报送与披露。系统重要性银行应执行人民银行

牵头制定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计制度，按要求向人民银行报

送相关统计数据。系统重要性银行应于入选后通过公开渠道披露

本办法第十五项至第十八项规定的上一会计年度各项系统重要

性评估指标。 

（十三）评估流程与方法的审议和调整。金融委每三年对本

办法规定的评估流程与方法进行审议，并进行必要调整和完善。

行业发生显著变化、现有评估流程与方法不能满足防范系统性风

险实际需要的，金融委可对评估流程与方法进行额外审议。 

三、评估指标 

（十四）一级指标。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根据参评银行的规

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等一级指标，评估其系统重要性

程度和变化情况。 

（十五）规模。评估参评银行规模时，采用调整后的表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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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余额作为定量指标。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是指作为杠杆率分母调整后的表

内资产余额和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之和，按照《商业银行杠杆

率管理办法》（原中国银监会令 2015 年第 1 号发布）规定的口径

计算。该指标权重为 25%。 

（十六）关联度。评估参评银行关联度时，采用下列定量指

标： 

1.金融机构间资产，指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交易形成的资产

余额。该指标权重为 8.33%。 

2.金融机构间负债，指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交易形成的负债

余额。该指标权重为 8.33%。 

3.发行证券和其他融资工具，指银行通过金融市场发行的股

票、债券和其他融资工具余额。该指标权重为 8.33%。 

关联度类指标总权重为 25%。 

（十七）可替代性。评估参评银行可替代性时，采用下列定

量指标： 

1.通过支付系统或代理行结算的支付额，指银行作为支付系

统成员，通过国内外大额支付系统或代理行结算的上一年度支付

总额，包括为本银行清算的支付总额和本银行代理其他金融机构

进行清算的支付总额。该指标权重为 6.25%。 

2.托管资产，指上年末银行托管的资产余额。该指标权重为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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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代理代销业务，指银行作为承销商或代理机构，承销债券，

代理代销信托计划、资管计划、保险产品、基金、贵金属等业务

的年内发生额。该指标权重为 6.25%。 

4.客户数量和境内营业机构数量，指银行的公司和个人客户

数，以及在境内设立的持牌营业机构总数。该指标权重为 6.25%。 

可替代性类指标总权重为 25%。 

（十八）复杂性。评估参评银行复杂性时，采用下列定量指

标： 

1.衍生产品，指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本金余额。

该指标权重为 5%。 

2.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证券，指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类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类的

证券余额。该指标权重为 5%。 

3.非银行附属机构资产，指银行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境内外非

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该指标权重为 5%。 

4.理财业务，指银行发行的非保本理财产品余额。该指标权

重为 5%。 

5.境外债权债务，指银行境外债权和境外债务之和，其中境

外债权指银行持有的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政府、中央银行、公共部

门实体、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的直接境外债权扣除转移

回境内的风险敞口之后的最终境外债权；境外债务指银行对其他

国家或地区政府、中央银行、公共部门实体、金融机构、非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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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和个人的债务。该指标权重为 5%。 

复杂性类指标总权重为 25%。 

四、实施 

（十九）本办法由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负责解释。 

（二十）本办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