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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商业银行的发展，势必会存在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扩张、资产质量攀升、

资本稀缺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将严重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2012 年，银保

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中国境内的所有商业银行

要强化对资本的监督和管理，为了应对监管机构的新要求，商业银行开始全面的

风险管理体系，并着手经济资本管理工作，目的就是在资本限额约束的前提下，

增强经营风险的管理能力，并持续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而达到价值

最优化。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管理就是建立以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经济资本管理

体系，将管理过程中的各环节落实到银行的具体经营活动中，通过管理优化不断

推动业务增长向资本约束转变，摒弃粗放式发展的理念，促进业务良性发展，不

断提升资本回报水平。

本文借助案例分析方法，以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作为案例研究，对于自身的

管理水平有较为实际的意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作为中国国有第六大商业银行，

于 2016 年 H 股挂牌，2019 年 A 股挂牌上市，虽然已经从外源方面补足了资本金，

但是在经营发展过程中资本金一直是约束着邮储银行发展的重要资源。本文重点

从经济资本管理工作的视角入手，通过对资本定义、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要求、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要求和经济资本管理体系等理论基础的回顾，总结了邮储

银行甘肃省分行近年来经济资本管理工作发展的全过程，对目前邮储银行甘肃省

分行在经济资本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作出了深入分析，主要表现在经济资本

计量方式不够精准备、配置机制不完善以及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应用不全面等方

面，基于以上分析，最后总结提出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管理优化的有效

建议及对策。

通过对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的案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经济资本管理

需落到实处，首先要做好对行内业务人员的引导，牢固树立经济资本的核心地位；

第二，经济资本管理最终体现在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等效益指标上，银

行发展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从而实现更多的利润空间；第三，经济资本管理最

终需要落地到前端，通过绩效考核、客户经理绩效等手段最终实现经济资本管理

在各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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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there are bound to be

problems such as the expansion of credit risk weighted assets, the rise of

asset quality and the scarcity of capital, which will seriously affect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In 2012, the CBRC

issued the measures for capital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for

Trial Implementation), which stipulates that all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of capital. In

order to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regulators, commercial banks

began a comprehensive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nd started economic

capital management. The purpose is to enhance the management ability

of operational risk under the premise of capital limit constraint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rofitability of commercial banks, so as to

achieve value optimization. The economic capital manage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is to establish an economic capital management system

with the return on capital as the core, implement all links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into the specific business activities of the bank,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business growth to capital

constraints through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abandon the concept of

extensive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capital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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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help of case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takes Gansu

Branch of postal savings bank as a case study, which has mor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ts own management level. As the sixth largest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 in China, postal savings bank of China was

listed in H shares in 2016 and a shares in 2019. Although it has made up

the capital from external sources, the capital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resource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stal savings bank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capital manage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apital management of Gansu

Branch of postal savings bank in recent years by reviewing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apital definition, capital requirements of Basel III, capital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of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and economic

capital management system,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apital management of Gansu

Branch of postal savings bank, which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insufficient preparation of economic capital measurement method,

imperfect allocation mechanism and incomplete application in the actual

management proces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finally, it summarizes

and puts forward the effective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conomic capital management of Gansu Branch of postal savings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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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he case analysis of Gansu Branch of postal savings bank,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first, the management of economic

capital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First, we should guide the business

personnel in the bank and firmly establish the core position of economic

capital; Second, economic capital management is finally reflected in the

economic value-added and economic capital return and other benefit

indicators. Bank development needs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achieve

more profit space; Third, economic capital management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to the front end,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application of

economic capital management in various fields through performance

appraisal, customer manager performance and other means.

Key words: Economic capital management; Economic value added;

Economic return o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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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978 年,美国信孚银行第一次提出资本收益率(RAROC)方法，该方法是经过

风险调整后的，用此方法可以进行银行的风险管理与绩效管理，但当时资本收益

率管理方法并没有引起国外金融机构的过多关注。直到 1988 年 7 月随着巴塞尔

协议的实施，经济资本管理才开始被欧美商业银行广泛应用。2008 年全球金融

危机爆发，当时全美的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也反映出银行业

监管标准、政策和方式存在的不足，2010 年巴塞尔委员会宣布通过《巴塞尔协

议Ⅲ》，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资本的要求。

在此背景下，2012 年 6 月，我国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

行）》，2016 年人民银行推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将资本和杠杆的情况

纳入体系中，并作为一票否决指标，这就对中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工作提出

了较大的挑战。随着中国商业银行逐步上市，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也开始关注和

重视经济资本管理工作。国内商业银行也把经济资本管理的要求渗透到经营管理

的各个环节中，通过经济资本的计量、配置、评价和运用，并最终将相关指标纳

入考评体系，以此来进一步强化商业银行经营风险，持续推动经营发展转型，目

的就是在经济资本约束的前提条件下，不断实现商业银行收益与经营风险之间的

良好平衡。

经济资本管理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借鉴国外银行业先进管理方式引入的一

项全新的经营管理手段，2011 年邮储银行出台了经济资本管理办法及相关制度，

初步形成了经济资本管理的体制框架，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也紧跟总行的管理政

策及导向，出台了一系列经济资本相关制度，并组织辖内机构实施。近年来，邮

储银行甘肃省分行随着精细化管理的深入，在经济资本管理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但由于受限于区域经济特征和经营思维固化等因素，仍存在规模扩张、忽

视经营风险、追求短期利益等问题，如何在当前金融监管逐步趋严的态势下，进

一步完善经济资本管理工作，从而促使全行注重规模扩张背后的经营风险，并对

风险水平进行测算及评价，使银行将收益水平与经营风险有效衡量，是邮储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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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分行需迫切解决的问题。

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伴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银行要想实现稳定高质量的经营发展，就必须充分

考虑银行业涉及的经营服务活动所面临的经营风险，银行除了抓好风险管理外，

另一个比较关键的抓手便是经济资本管理。商业银行通过构建经济资本管理体

系，对风险水平后的收益情况做出评估，就可以使利润和风险之间做好平衡，从

而更真实的掌握银行的经营状况，不断提高在同业中的竞争力。

（2）现实意义

以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为例，在成立之后紧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管理步

调，对经济资本进行研究，并制定了经济资本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规章制

度，虽近几年管理机制一直在优化，但整体来说经济资本管理的推动力相对比较

缓慢，经济资本的应用仍存在传导不畅通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立足于目前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的经济资本管理工作现状，深入分析了在目前经济资本管理

工作流程上出现的问题，并根据当前管理实践，提出优化经济资本管理工作的具

体方略，对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管理工作将具有现实意义。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论文一共分为六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绪论部分主要内容是对本论文的科研背景及意义做出阐述，

对论文的总体框架和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编排，同时总结了国内外有关经济资本

分配、应用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明确本论文的研究方向和基本思路。

第二部分，理论基础。对资本的定义进行界定，并分别提出了巴塞尔协议和

我国监管的资本管理要求，最后提出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第三部分，案例概况。主要以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为案例背景，介绍邮储银

行甘肃省分行近年的经济资本管理现状，为下文的论证作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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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问题分析。主要分析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目前经济资本管理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第五部分，优化措施。分别从计量、配置、评价及应用等方面评价邮储银行

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优化措施，进一步加强经济资本精细化管理。

第六部分，研究结论与不足。总结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管理案例分

析的研究，得出提高经济资本管理的结论，并说明本文研究的不足。

1.3.2 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运用以下科研方法:

（1）规范研究法

本论文通过一系列经济资本管理知识、监管资本管理相关要求，从逻辑上概

括优化经济资本管理，进而指导商业银行业务发展、不断平衡收益与风险，推行

价值最大化管理模式。

（2）案例研究法

在案例分析方面，本文采用单案例的研究方法。选择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作

为案例研究对象，重点研究经济资本管理工作，通过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

本管理分析，最终论证得出在商业银行中如何通过精细化管理达到价值最大化的

一般性结论。

1.4 文献综述

1.4.1 国外研究现状

巴塞尔协议出台后，欧美的银行开始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工作，并逐步进行推

广。Merton 和 Perold(1993)最早对商业银行的经济资本配置进行了研究，他们

认为要建立以风险资本为基础对开展的业务进行资本配置。Zaik(1996)，

James(1996)和 Matten(2000)研究提出了经济资本框架应围绕经济资本计量、经

济资本配置以及风险调整后的绩效评价三部分开展。Chris（2000)提出银行给某

一客户放款需要占用的经济资本，可以理解为商业银行对该客户的投资，但也说

明为客户投资既伴随着收益也存在一定的风险。Peter Miu,Bogie Ozdemir,Ev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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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ukgil,Michael Giesinger(2016)从定性的角度对信用风险管理进行分析，说

明经济资本回报率指标体系建设应将风险和价值有效的连接起来，Stoughton 和

Zechner(2007）研究了商业银行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等指标在各个经营

阶段的使用情况，阐述了该指标在资源优化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分析了资本总量

控制下进行结构优化。Peter(1999）指出相比传统的收入利润等财务指标，EVA

可以对银行的经营业绩作出精准的评估，以体现公司价值。Fiordelisi 和

Molyneux(2010)实证研究了欧洲七十一家银行的数据，并认为 EVA 能为银行股东

带来价值。

随着巴塞尔协议不断完善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发现内部评级法对商业银

行的风险管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Carey(2001)研究应用内部评级法能够帮助

银行对相关债务人的违约风险进行提前预判。Machauer and Weber(1998)研究

发现债务人的风险等级越高，他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就越高，通过内部评级法

计算银行就会采取减少高风险债务人的贷款投放，或者收取较高的利息等措施。

Jacques(2008)研究认为，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可能减少风险较高的业务贷款需

求，以规避风险，尤其在银行资本承压的情况下，这种信贷风险转移产生的效益

应比其他银行更强。Cucinelli (2018)对从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的商业银行风险管

理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内部评级法能够更好的应对资产质量下行的压力，它的信

用风险更低，相比其他银行采用标准方法，对信用风险计量采用内部评级法能够

避免因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的信用风险增加。

1.4.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经济资本管理研究的比较晚，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对于巴塞尔协议的深

入研究，经济资本管理也迅速推广，国内学者也对经济资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

述。严新蕾(2020)认为经济资本对于企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经济资本管理工

作要贯穿到银行经营发展的各个环节，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考虑资产扩张

及盈利水平，更需要充分考虑因业务扩张带来的相关的风险。何韵、梁平、刘曦

等（2020）指出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已经步入下行期，而商业银行面临的经营风险

也是越来越复杂，因此他们相信运营经济资本管理可以把风险与资本占用两者有

效地联系起来，合理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工作也能带动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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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施瑞（2019）认为商业银行要实现资产业务的良性发展，就得平衡好“量、

价、险”之间的关系，以价值创造理论为指导，合理运用经济资本管理，摆布好

表内外资产负债结构，平衡好风险和收益。曹月朦（2016）研究了基于全面风险

管理体系下的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系统，将经济资本管理与内部风险管理有效

结合，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控制商业银行经营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实现经营效

益的最大化。王桂芹（2016）指出商业银行在配置经济资本的过程中，要充分了

解各类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基于各种风险敞口的额度，对相关业务的风险进行计

量评估，再对银行所能承担的总体的风险水平进行评估，全面计量银行经济资本，

确保合理的配置银行的经济资本。

国内学者都从各角度研究了经济资本管理的内涵，强调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

尤为重要，既要控制风险，又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收益。

而 RAROC 和 EVA 模型的提出，则让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更加全面，有利于

反映银行的真实收益水平。梁挺勤（2020）认为通过对业务以及各类产品的考核，

银行应增加经济资本回报率（RAROC）较高业务的经济资本配置，从而不断扩大

业务规模，实现银行的价值创造最大水平。赵红学（2020）提出农村商业银行的

企业领导层和普通员工都要关注经济资本回报率的具体运行情况，在具体的操作

过程中，把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有效结合，一方面很大程度上鼓励相关

的业务条线降低资本成本，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能预防在应用经济

资本回报率的过程中造成过于保守，以此来实现业务的收益最大化。王兴利

（2016）认为商业银行实施 EVA 模式势在必行，能够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的运行

效率、节约资源运作成本并且改善银行的资本结构，同时指出将 EVA 与平衡积分

卡进行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能够为商业银行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单翠（2019）

认为商业银行若要反映信用风险，应建立以内部评级法进行风险计量，并采用违

约概率、违约损失率、预期损失率指标对不同债项评级、业务评级等单笔贷款进

行差异化的信用风险进行计量，能够更合理的控制信用风险，对优化信贷结构、

提高市场议价能力、提高损失处置力度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措施支持。

1.4.3 文献评价

综合剖析国内外有关经济资本的研究现状可以看到，目前国内外学者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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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经济资本管理模式对商业银行良性发展的重要意义，为了采取各种管理手段平

衡好收益与经营风险，以实现资源持续优化利用的目的，就需要形成以经济资本

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为核心的绩效激励机制，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价值创造水

平。但是对标国外先进商业银行的做法，我国商业银行关于经济资本的研究相对

起步较晚，目前实践经验较为欠缺。

此外，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各级管理人员会更加的关注经济资本价值创造水

平以及经济资本使用效率的改善，往往以结果为导向，而在以下方面关注度相对

较少：首先就是经济资本的合理配置问题，对于配置过程中是否合理、科学以及

在效益性等方面的关注度明显不足，尽管当前我国学者出于适应商业银行发展趋

势，也提倡建立基于 RAROC 的经济资本合理配置模型，但在现实的经济资本分配

中，配置方法较为简单粗放，没有有机的将战略导向、收益和风险等因素联系起

来。第二是关于经济资本计量的方式方法不同，经济资本占用则不同，反映出的

商业银行真实风险的可比性不强。第三是各商业银行更加注重对表内信贷产品的

经济资本管理，容易忽略表外业务以及其他非生息资产的资本消耗，管理的侧重

点有所偏移，与系统内所有涉及到的风险的连接不够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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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资本概述

2.1 资本定义

通常来说，投资者投入到银行中的各种资产都属于银行的资本。在商业银行

里面，资本主要包括账面资本、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

账面资本也以可以称为可用资本，也就是股东权益，即资产负债表上的所有

者权益，主要分为实收资本、资本公积、一般风险准备等，一般在资产负债表上

加以体现。

监管资本也可以称为最低资本，就是金融监管机构规定的商业银行应当具

有的与其风险状况相符的最低的资本要求，是为了限制银行过度承担风险，保

障金融机构平衡有序的运行，而商业银行持有的资本应当高于监管资本要求计

算的资本充足率。

众所周知，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有收益就会伴随着风险，有风险就会

导致损失，损失出现了就应该去弥补或者覆盖，弥补也好覆盖也好，都需要资

金。资金的来源主要是，首先在会计上用拨备（计提减值）去弥补，即银行在

经营管理过程中对发放的贷款业务可能会出现的风险和损失提前作出的准备，

拨备直接冲减的是净利润，它弥补的是预期损失（EL），而超出预期损失的部

分（非预期损失（UL））就需要用资本金去弥补，即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是指在特定的置信度（如 99%）水平和期限下（如一年），为了补

偿银行超出预期的经济损失而必须持有的资本金。经济资本是按照银行的风险程

度大小计算出来的，所以它是一种虚拟资本，但并不等同于账面资本，也不一定

等于监管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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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经济资本示意图

2.2 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管理

《巴塞尔协议Ⅲ》在巴塞尔协议Ⅱ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订，它的

重点内容为“三大支柱”的监管框架，即最低资本要求、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

（1）最低资本要求。最低资本要求就包含了风险加权资产和资本两方面，

其中风险加权资产提出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三种主要风险测算方

式。资本的内容主要是资本充足率的提出，它在《巴塞尔协议Ⅱ》的基础上提高

了资本充足率，将总的资本充足率由 8%提高至 10.5%。

（2）外部监管。监管部门要对各商业银行的内部资本是否充裕做出评价，

要求各银行要结合自身的风险状况以及外部市场环境等多方面考量，保持比监管

要求的资本充足率更高的资本水平。

（3）市场约束。主要是银行的信息披露水平，要求银行应按要求期限有效

的进行信息披露，确保外界能够更好的了解银行的真实经营情况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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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巴塞尔协议Ⅲ的三大支柱

2.3 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要求

商业银行在自身的资产发生经营风险之前，必须有充足的自有资金支付该部

分损失就是资本充足率。它是资本总额对其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即资本充足率

=资本/风险加权资产。但由于银行业日益激烈的竞争形势，商业银行面临的经营

风险也愈来愈大，只有充足的资本金才能够保证商业银行正常运营，对商业银行

具有重要意义。

2011 年，为了进一步健全审慎监管的标准，中国银监会立足于中国金融实

践，根据巴塞尔协议，出台了《中国银监关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

意见》，新的指导意见规定在一般情况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

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 11.5%和 10.5%。

紧接着，央行针对商业银行发展设立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以进一

步强化市场监管力度，MPA 是对商业银行发展情况的综合评估制度，着重考察资

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

政策执行等七大方面。其中资本和杠杆情况重点评估资本充足率和杠杆比率，且

作为一票否决指标进行考核，资本充足率分值占比 80%，足以说明资本充足率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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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相关指标

2.4 经济资本管理体系

经济资本管理体系重点是透过经济资本计量、分配、监测，逐步建立以经济

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经济资本评价制度，并通过经济资本结果应用于企业的绩效

考核等领域，以不断平衡企业经营的风险与收益、匹配短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要

求，逐步实现商业银行的转变。

2.4.1 经济资本计量

《巴塞尔协议Ⅲ》第一支柱中进一步扩大了最低资本的范畴，主要涵盖了信

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

1.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

信用风险也称之为商业违约风险，主要是指债务人因为没有按时履行合同规

定的条件，给商业银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

方式大概有两种，第一是权重法，即商业银行表内外的各种资产业务信用风险加

权资产总和；第二是内部评级法，通过计量模型来判断资产业务的经济资本占用

情况。主要涵盖了信用风险暴露的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

风险暴露（EAD）、有效期限（M）以及相关性（R）等风险因素。

2.市场风险经济资本计量

市场风险受市场价格变动影响较大，主要是由利率、汇率等价格变动而引起

的表内外业务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市场风险经济资本计量方法两种，第一种是标

准法，按照投资风险分类，市场风险经济资本计量是利率风险、汇率政策风险、

商品风险和股票经营风险四个风险的资本加总。第二种方式是内部模型法，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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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分为一般风险价值（VaR）和压力风险价值（sVaR），根据模型计算相应的资

本，并加总合计。如果内部模型法没有达到合格要求，则应当按照标准法进行计

量。

3.操作风险经济资本计量

操作风险一般是指由于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工作程序发生问

题、内部管理人员违规操作、利用信息科技系统和外部事件等而导致损失的经营

风险。操作风险经济资本计量主要有三种方法，依次为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高

级计量法。基本指标一般采用净收入为基础进行测算操作风险经济资本，即过去

三年中每年实现的总收入乘上一个固定的比例（15%）加总后计算的平均值。标

准法一般采用业务条线的营业收入为基础加以测算，而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通常

包含了公司金融、交易和销售、零售银行、商业银行、支付和清算、代理金融服

务、资产管理、零售经纪和其它业务等九个业务条线。高级计量法重点是构建了

操作风险的计量模型，通过内外损失数据、情景分析、业务经营环境和内部控制

等因素建立，高级法计量经济资本需要银监会核准。

2.4.2 经济资本配置

经济资本分配主要是把有限的经济资本分派到各经营单位，并要求各业务单

元在分配的经济资本下实现相应的回报水平，以满足股东的回报预期。经济资本

配置的方式主要包括了基准点资本法、模型法、EaR 法和系数法。

2.4.3 经济资本评价

经济资本评价是指实施了经济资本管理后对资本运行情况进行定性和定量

的评价。而经济资本回报率（RAROC）和经济增加值（EVA）指标就是充分考虑了

风险因素，克服了传统的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理念，从而平衡了风险与收益，促

使商业银行在审慎经营的前提下开展业务，实现收益。

2.4.4 经济资本应用

经济资本管理工作已逐步成为了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流程中的一项重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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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具，同时经济资本管理工作也广泛的运用到商业银行的所有经营环节。

绩效考核。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主要是通过多个维度的细化指标对银行的整体

运营情况进行评价，不仅能够检验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果，通过建立指标体系也能

反映出商业银行的发展定位及理念。当前的商业银行绩效考核体系已经从粗放型

的经营模式向集约型转变，在经营管理绩效考核中主要形成以价值创造为核心内

容的评价体系，而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指标就是最主要的考核指标，用

来反映商业银行的实际盈利能力和风险水平，并将相关指标广泛应用到分支机构

和业务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中。

贷款定价。商业银行在对贷款人的信贷定价中引入经济资本管理，一方面，

由于商业银行在风险补偿、缓释工具等方面的运用经验不足，导致银行的经营风

险管理压力增加，这就要求信贷业务的价格能够弥补资金成本、经营成本、风险

成本和资本成本等指标，但同时这些成本也是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因素，也就是

说可以将产品定价应用到风险管理体系中。另一方面，将经济资本管理与贷款定

价有机结合，将贷款收益与风险进行匹配，有利于商业银行制定合理的价格与同

业竞争，产品定价过高或过低均不利于银行稳健发展。

2.5 经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理论

《商业银行金融机构绩效考评监管指引》中规范经营效益类指标需以经营风

险调节后的收益指标体系为核心内容，采用经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计算风

险调节后的收益，反映了经济收益与经营风险的匹配程度，目前经济资本回报率

和经济增加值也是商业银行最核心的经营绩效评价指标。

2.5.1 经济资本回报率（RAROC）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美国的信孚商业银行研究了 RAROC 公式，被称之为经

风险调节后的经济资本回报率。经济资本回报率 RAROC 充分考虑了预期损失和非

预期损失对利润的影响，能够更加真实的反映商业银行的收益水平。RAROC 是一

个相对指标。

RAROC 的计算公式如下：

RAROC = (税后净利润-预期损失)/经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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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经济增加值（EVA）理论

美籍研究者 Stewart 指出了经济增加值（EVA）理论，经济增加值主要是反

映给企业创造出的超额价值，是一个绝对值指标。经济增加值是在净利润的基础

上扣减资本成本之后的价值，也就是净利润减去经济资本占用与经济资本最低回

报水平的乘积。

EVA 的计算公式如下：EVA =税后净利润-资本成本= 税后净利润-经济资本*

资本最低回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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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管理现状

3.1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概况

2007 年 3 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在我国挂牌设立(以下简

称邮储银行),经历近五年的发展壮大，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于 2012 年改制为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于经营效率的持续改善，邮储银行先后于 2016

年和 2019 年完成了在香港联交所和上交所挂牌上市，至此圆满的完成了改革发

展的目标。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是我国第六大国有商业银行，虽然建立日

期远晚于其他国有大行，但是相较其他国有银行具有营业网点遍布城乡，独有的

自营+代理经营模式等特点，也为邮储银行在同业竞争中带来了一定有优势，使

邮储银行的发展不落后于其他国有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甘肃省分行经过甘肃银监局批准，于 2008 年 1 月 10 日挂

牌设立。截至 2020 年末，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辖内有 14 家二级分行，59 家一

级支行，133 家二级支行，辖内在职员工约 3260 人，目前开办存款、贷款、代

销类业务、同业业务等多种银行业务类型，以为客户提供综合性的金融服务。

3.2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管理基本情况

随着我国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范围不断拓宽，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标

准更加严格，这也对银行业的风险管控和业务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贯

彻落实国家监管的规定并推动邮储银行业务平稳经营发展，2011 年，邮储银行

开始重点推行经济资本管理工作，并经过近几年的积极推进，2013 年，按照《商

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制定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经济资本管理办法，同

时每年制定经济资本管理实施方案，以进一步充分发挥经济资本在经营管理过程

中的主导作用，并采取了各种手段措施进一步改善经济资本管理效率，比如说，

进一步优化经济资本测算的参数、进一步拓展经济资本实施的范围、进一步完善

经济资本管理方式和使用范围等等。2017 年经济资本管理系统上线推广，也为

经济资本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2019 年经济资本开始主动限额管理，进一步提

升了经济资本管理主动性和有效性；随着引战上市，投资者们更关心资本充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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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指标的完成情况。

3.2.1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计量

经济资本计量涵盖能够引起银行出现非预期损失的所有风险，主要指采用一

定的模型和工具，对分支机构、部门、产品等多个维度的风险进行计量，并计算

出为覆盖相应风险所需的资本的过程。邮储银行的经济资本计量范围主要包括信

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三大主要经营风险，而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则按照

总行的测算范围只对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计量经济资本，市场风险经济资本统一

在总行层面计量。

1.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

2017 年起，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紧跟总行计量政策范围调整，扩大了信用

风险经济资本计量范围，以实现表内外资本耗用的全覆盖，主要包括零售贷款、

公司贷款、票据贴现等信贷业务，同业融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非信贷业务，

以及担保、承诺、衍生品等表内外所有资产类型。根据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业务

发展特点，整理了目前信用风险计量范围，如下表：

表 3.1 信用风险计量范围

表内产品

信贷类

个人经营性贷款

消费贷款

小企业贷款

批发贷款

供应链

贸易融资

福费廷

信用卡透支

票据

非信贷类

同业融资

现金类

其他资产

表外业务

贷款承诺

开出信用证

开出保函

目前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的信用风险经济资本计量主要采用权重法，信用风

险经济资本占用=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内部资本充足率要求，信贷业务及非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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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风险权重如下：

表 3.2 信贷类业务产品风险权重

业 务 业务风险权重

表内业务 信贷类

个人小额贷款 75%

住房贷款 50%

其他消费性贷款 75%

对公贷款 100%

小企业 75%

直贴票据 25%

票据转贴现 25%

信用卡透支 75%

福费廷业务 25%

数据来源：根据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分析通报数据整理。

图 3.1 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占用情况

整理 2017-2020 年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占用不难看出，随

着近几年资产业务规模持续扩张，以及贸易融资等新业务的不断拓展，信用风险

经济资本占用逐年增加。

2.操作风险经济资本计量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操作风险经济资本计量目前使用基本指标法，操作风险

经济资本计量=（净利息收入+净非利息收入）*β系数 15%*分行调节系数。

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总额由近 3年滚动收入*15%计算，即：

2020 年第 n月末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总额=（2017 年自营业务收入+2018 年自

营业务收入+2019 年自营业务收入+2020 年前 n 个月自营业务收入-2017 年前 n

个月自营业务收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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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自营业务收入+2018 年自营业务收入+2019 年自营业务收入）

/3*15%+(2020 年前 n个月自营业务收入-2017 年前 n个月自营业务收入）*5%

3.经济资本占用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占用就是将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占用和操作风

险经济资本占用进行加总。从近四年经济资本占用情况看，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

经济资本占用逐年增加，2020 年超 40 亿元，主要为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增加，正

如前文分析到的资产规模扩张引起，而操作风险经济资本占用主要取决于近三年

的平均收入情况，因此该数据相对稳定，基本上维持在 2.8 亿元左右。

表 3.3 邮储银行经济资本占用情况（亿元）

年份 信用风险经济资本 操作风险经济资本 经济资本

2017 年 30.21 2.67 32.88

2018 年 32.93 2.89 35.82

2019 年 35.49 2.78 38.27

2020 年 39.93 2.84 42.78

资料来源：根据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分析通报数据整理。

3.2.2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配置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配置主要是将经济资本增量计划按照相关原

则分解到各分支行、部门、产品等对象，并对经济资本增量计划进行动态监测和

适度调整的过程。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配置坚持在总行经济资本限额总

量约束的前提下，以价值创造为核心，通过机构、产品及条线等多维度进行配置，

并与信贷计划配置、财务预算紧密结合，主要遵从的配置原则有：一是全口径管

理，经济资本分配采用零基预算，每年度对全量经济资本进行配置，持续采用全

口径管理方式，确保所有资本应算尽算。二是效益导向、合理配置，在配置模型

中不断提高 RAROC 占比，体现节约资本与效益导向。三是动态调度，优化结构，

考虑到行内外政策性因素对经营发展的影响，可在年度内对各维度经济资本计划

进行适度调整。四是价值提升，注重效益，强化价值创造与资本配置相互联动，

各分支机构、条线和产品占用的经济资本应当提供一定的收益，积极采取增加资

本回报水平等举措以抵补业务发展造成的资本消耗，同时达到提高经济资本回报

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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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维度经济资本配置

产品经济资本配置对象主要为信用风险经济资本，涉及信贷类、非信贷类、

表外等多种业务，以实现表内外资本耗用的全覆盖。

2.条线维度经济资本配置

条线维度的经济资本配置对象涵盖了银行内部所有的业务部门，包括了个人

金融部、信用卡部、三农金融事业部、公司金融部、小企业金融部、交易银行部、

金融同业部等多个资本耗用部门。

3.分支机构维度经济资本配置

分支机构维度经济资本配置对象覆盖了各二级分行的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增

量计划。信用风险经济资本的配置方式主要由基础配置、效益配置和战略配置三

部分组成，基础配置和效益配置部分的计划根据业务需求规模和价值创造能力在

年初一次性配置，体现资本约束要求；战略配置落实重点城市行资源倾斜配置要

求。下表为 2020 年分支机构经济资本配置原则，其中基础配置占 80%，效益配

置占 15%，而 5%的战略配置经济资本计划分配至兰州市分行，作为兰州市分行战

略性业务发展需要的支撑。

表 3.4 2020 年机构经济资本配置规则表

过程 依据 比例 具体说明

年初一次性 基础配置 80%
过去三年的实际经济资本占用情况进

行配置

配置 效益配置 15%
分行的 EVA 大小和 RAROC 排名进行差异

化调节并联动信贷规模配置

年中动态调整 战略配置 5% 落实重点城市行资源倾斜配置要求

3.2.3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监测与评价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监测主要是从机构、产品、条线/部门等管理

维度开展，重点对经济资本占用、经济资本限额控制率等指标进行监测。监测的

目的，主要是以经济资本增量计划作为指令性计划，要求银行需在一定限额范围

内开展业务，并对经济资本消耗情况进行监控，能够更有效的了解分支机构、产

品等维度的经济资本消耗情况，便于及时做好规划。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计划财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管理优化研究

19

务部牵头建立经济资本指标监测机制，定期监测分析经济资本各项指标的运行情

况。从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的情况看，目前对经济资本各项指标实行按月通报、

按季考核的监测与评价管理方式。

经济资本评价是基于经济资本监测的结果，对被评价对象的经济资本管理政

策执行、应用以及相关指标进行定性和定量的综合评价。其中要让银行产生正效

益，为银行创造更多的价值，就需要经济增加值和人均经济增加值大于等于 0，

且越大越好；经济资本回报率要大于等于最低资本回报要求 10%，且越大越好。

经济资本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主要经济资本评价指标表如表 3.5 所示。

表 3.5 甘肃省分行主要经济资本评价指标表

指标 公式 说明

经济增加值（EVA） 净利润-经济资本*资本成本率 越大越好

人均 EVA 经济增加值/员工数量 越大越好

经济资本回报率（RAROC） 净利润/经济资本均值*100% 越高越好

1.机构层面：经济增加值=净利润-经济资本成本

其中，经济资本成本=经济资本均值*资本成本率（我行现行资本成本率为

10%）；净利润=利润总额*（1-所得税率），所得税率为 25%。

人均经济增加值=经济增加值/机构平均员工数量

经济资本回报率=净利润/经济资本平均占用

表 3.6 2020 年经济资本评价表（亿元、%）

分行
累计净利润

A

经济资本均值

B

年资本成本率

C

资本成本

D=B*C

经济增加值

E=A-D

经济资本回报率

F=A/B

全省 5 42.78 10.0% 4.28 0.71 11.66%

资料来源：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评价表

从 2020 年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效益指标看，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增加

值=累计净利润-资本成本=4.99-4.28=0.71 亿元，经济资本回报率=累计净利润/

经济资本均值=4.99/42.78*100%=11.66%，大于最低资本回报要求。2020 年 EVA

和 RAROC 指标整体向好。

2.产品层面：经济增加值=[（业务收益率-资金成本率-运营成本率-风险成

本率）*（1-所得税率）-资本成本占用率]*资产平均余额

经济资本回报率=净利润/经济资本平均占用



兰州财经大学 MBA 学位论文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管理优化研究

20

=（平均利率-增值税率-资金成本率-运营成本率-风险成本率）*（1-所得税

率）/经济资本占用率

从产品看，在 2020 年各产品综合经济利润、经济资本回报率和经济增加值

等评价指标中，住房贷款因运营成本和风险成本相对较低，经济增加值 0.89 亿

元，经济资本回报率 21.85%，为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信贷产品中经营效益最好

的产品。其次为其他消费贷款，经济增加值 0.24 亿元，经济资本回报率 16.41%。

表 3.7 各产品效益评价表

产品名称

存量

收益

率

资金

成本

率

运营

成本

率

风险

成本

率

税后资

金利润

率

经济

资本

占用

率

资本

成本

占用

率

经济利

润率

经济资

本回报

率

经济增

加值

（EVA）

个人经营

性贷款
6.50% 2.99% 1.90% 0.73% 0.66% 7.42% 0.74% -0.08% 8.91% -0.09

住房贷款 5.13% 2.83% 0.72% 0.08% 1.13% 5.16% 0.52% 0.61% 21.85% 0.89

其他消费

贷款
5.86% 2.81% 1.18% 0.26% 1.21% 7.35% 0.73% 0.47% 16.41% 0.24

小企业贷

款
4.93% 2.87% 1.84% 1.44% -0.92% 7.64% 0.76% -1.68% -12.04% -0.45

批发贷款 4.17% 2.87% 0.26% 0.27% 0.57% 9.78% 0.98% -0.40% 5.87% -0.49

贸易融资 2.55% 2.63% 0.23% 0.00% -0.23% 1.06% 0.11% -0.34% -22.07% -0.12

同业福费

廷
2.24% 2.55% 0.15% 0.00% -0.35% 1.20% 0.12% -0.47% -28.83% -0.10

自营福费

廷
3.17% 1.91% 0.38% 0.00% 0.66% 9.81% 0.98% -0.32% 6.75% -0.03

直贴 3.39% 2.48% 0.14% 0.00% 0.57% 2.61% 0.26% 0.31% 21.94% 0.02

转贴 2.48% 2.45% 0.11% 0.00% -0.06% 2.63% 0.26% -0.32% -2.18% -0.14

资料来源：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分析通报

3.2.4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应用

1.绩效管理。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营管理绩效考核体系围绕着《银行金融

机构绩效考评监管指引》相关指标设立，坚持以风险调整后的经济资本回报水平

为核心的考核机制，2020 年经营管理绩效考核办法中将人均 EVA、经济资本回报

率纳入经营效益指标，分值占比 30%。

表 3.8 2020 年经营管理绩效考核分值占比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基本分

经营效益指标 人均经济增加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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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资本回报率 15%

考核利润 20%

收入 17.50%

发展转型指标

风险管理指标

合规经营指标

社会责任指标

2.资源配置。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信贷业务规划、财务管理资源配置秉承价

值创造理念，通过持续优化配置模型，有效做好分支行及条线的信贷计划配置、

财务资源配置等领域。目前，储银行甘肃省分行建立以基础指标（80%）、效益

指标（15%）、战略指标（5%）为模型的经济资本分配机制，并将经济资本计划

与信贷计划管理联动管理，强调在经济资本限额内开展信贷业务，以此来达到优

化信贷结构，提高价值回报水平的目的。

3.风险管理。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在二级分行机构风险评价方案综合考虑自

身管理能力，根据风险承受度制定相关指标，在机构风险评价体系中中纳入经济

资本计量和经济资本回报率等相关指标，主要是以全面考量分行全面风险管理水

平。

表 3.9 机构风险评价指标

评分卡 评价类型 评价项目 分值占本评分卡权重（%）

风险管理基础体系 风险计量 经济资本计量应用 8

专业风险管理质量

资产质量及实质风

险水平
风险水平 经济资本回报率 15

4.定价管理。目前，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产品定价系统中单笔公司贷款业务

定价单中已能够通过模型计算出业务的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水平，以此

来判断该笔业务是否能够实现收益。将 RAROC 指标纳入到产品定价中，确保贷款

的收益覆盖资本成本、运营成本等各种成本支出，以此来作为定价审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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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经济资本管理工作能够更加优化资源配置，并在基于风险管理的基础

上，建立以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经营绩效评价体系，为银行创造更多的效益。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在近几年经济资本管理过程中，紧跟总行经济资本管理政

策，持续不断的优化管理手段，但与国内经济资本管理较为先进的银行相比，仍

存在很多问题，还需进一步优化完善。比如经济资本管理重视程度不高，计量方

式过于粗放，管理匹配度不高，应用范围过窄等。

4.1 经济资本管理重视程度不高

4.1.1 经济资本概念认识不清

经济资本作为虚拟资本，并没有在账面上去反映，从而导致员工不能切身的

体会到经济资本管理的重要性，除了中高层管理人员以及主要负责经济资本管理

的员工了解经济资本外，其余人员尤其基层人员对经济资本的概念不是很清楚，

虽然近几年在持续不断的向基层分支机构开展相关经济资本管理的培训，但是从

培训效果上看并不理想，员工对于风险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更别说经济资本

管理。此外，省分行计划财务部是经济资本管理牵头部门，相关业务部门是经济

资本管理主要的执行单位，业务条线的员工对于经济资本的认识也不清晰，例如

经济资本的理念仍未深入应用在各业务条线的规模控制、业务决策等层面，导致

条线在向下传导受阻，仅靠计划财务条线推动，效果不佳。

4.1.2 客户经理追求规模扩张，忽视风险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成立较晚，起步阶段粗放式发展，快速的发展业务，客

户经理追求规模最大化，仅考虑放款，没有考虑到一笔业务背后风险成本、运营

成本、资金成本等，导致未能算清剔除各种成本后带来的经济效益，整体上追求

利润最大化，忽略了风险，在检查或者日常调研中发现，分支机构客户经理仅简

单的认为只要贷款利率减去 FTP 成本为正数，就为银行带来了贡献，并没有充分

考虑基于经济资本回报率的保本利率水平。资本约束的理念未能在客户经理中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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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这也是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前几年不良资产爆发的原因之一。

4.2 经济资本计量方式有待改进

4.2.1 经济资本计量数据支撑不够

经济资本计量方法比较复杂，涉及的基础数据较多，虽然邮储银行已建成经

济资本管理系统并投入使用，但是系统内容还不能完全展示经济资本相关数据，

仍需通过手工进行部分计量，对于经济资本管理工作带来一定困扰。比如说，系

统内能查询到大多数资产业务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占用，但是仍有部分数据需要手

工进行调整，而操作风险仍未通过系统实现计量。同时随着邮储银行持续推进精

细化管理，对经济资本管理方式方法也在不断完善优化，但这也造成了年度经济

资本管理口径不一致的问题，近几年，随着信贷业务经济资本计量由表内业务、

表内外业务全口径计量、目标资本充足率调整等变化，对于业务数据的比较带来

一定的困扰，经济资本管理系统不能按现行口径调整以前年度计量数据，导致在

经营发展过程中数据口径不可比，为整体的经营决策带来一定的困难。

4.2.2 经济资本计量方法仍需改进

依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相关条款，2014 年银监会核

准了对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

商银行等六家商业银行开展资本管理高级方法。这就表明以上六家银行会按照高

级方法的要求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和资本充足率，而邮储银行作为国有大型银行在

经济资本计量方面与我国先进银行仍存在差距。

目前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在计量信用风险经济资本时采用的是权重法，仅需

要用资产账面余额扣减减值准备，再乘以相应资产的风险权重，特点是便于计算，

但是权重法下并没有因资产业务的行业分类、抵质押物、债项评级等设置不同的

调节系数，导致计量结果对于风险的敏感度较低，计量的准确性不高。

操作风险经济资本计量时使用的是基本指标法，根据近三年的收入总和乘以

15%，加总后计算平均值，是最简单的计量方法，仅仅以收入作为衡量银行操作

风险的尺度，并没有考虑各产品、各条线对应的风险系数，与信用风险一样，计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1398/nc.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1288/nc.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1988/nc.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1939/nc.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1328/nc.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0036/nc.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0036/n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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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较为简单，但风险敏感性不高。

4.3 经济资本配置机制仍需完善

4.3.1 经济资本配置与信贷计划匹配程度不高

通过信贷业务结构对经济资本配置的情况加以体现，但从经济资本管理和信

贷计划管理看，目前两者联系不够紧密，仍需要进一步强化两者的关联度。一方

面，由于经济资本增量计划按季度下发，而信贷计划管理则按月下达计划，且总

体上经济资本和信贷计划投放节奏的安排并不统一，也会导致两者在管理上的匹

配程度不够，或者二者之间出现偏差，都会造成信贷计划执行与经济资本管理存

在“两张皮”的问题；另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每月申请追加或上缴对信贷计划

进行调整，而经济资本管控较被动，造成了经济资本配置从属于信贷规模，由此

导致信贷业务扩张倒逼经济资本，造成经济资本管理对信贷计划管理的指导性和

约束性不强。

4.3.2 经济资本配置的约束力不强

经济资本配置主要根据年度信贷预算目标，并结合价值创造水平进行配置，

配置后分行和条线的限额计划为指令性计划，但是在执行过程中未能有效发挥资

本约束在业务发展中的作用。比如，在分行年度限额执行情况中，因地域需求、

资产质量、经济特点等因素，分行间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部分分行经

济资本限额使用效率较低，而部分分行因批发贷款经济资本占用较多，经济资本

限额存在超限的风险。下表为 2017 年-2020 年有公司贷款的二级分行公贷占各

项贷种的比值，从表中可以看出，甘肃省分行 14 家二级分行中有兰州、嘉峪关、

白银、陇南分行近几年均有公司贷款业务，而且兰州、嘉峪关、白银公司贷款占

比均超 30%，公司贷款风险权重 100%，耗用经济资本较大，且随着各分行公司贷

款权限下移，天水、酒泉、张掖、定西等分行也在陆续开展公司贷款业务，过多

的经济资本耗用会给分行在经济资本的约束力上带来了更高的要求，分行要根据

业务发展情况权衡整体经济资本配置。

表 4.1 分行公贷业务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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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兰州 48% 47% 48% 46%

嘉峪关 61% 64% 63% 58%

白银 35% 35% 34% 35%

陇南 14% 21% 16% 13%

4.4 经济资本监测与评价落实不到位

4.4.1 经济资本数据时效性不强

经济资本监测的目的是为了及时掌握各分行和各条线经济资本限额执行情

况，对于执行进度较快的分行采取窗口指导、下发预警函等相关管控措施进行督

导，分行和条线也能及时采取工作措施进一步压降经济资本占用。目前邮储银行

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监测主要以系统数据为主，兼并手工调整事项，但是在经济

资本管理系统中数据相对滞后，在系统运行的几年中未能实现 T+1 数据生成，导

致在监测过程中数据时效性不强，出现管理后置的问题。

4.4.2 经济资本评价受限

目前，分行经济资本评价基本可以根据系统数据进行测算，并能够将评价结

果展示在月度经营分析月刊中通报，供分行进行对比分析，但是各产品的 EVA

和 RAROC 的计算不够精准，产品的运营成本、风险成本率等不能准确计算，导致

计算出产品 EVA 和 RAROC 的数据存在偏差，同时对于条线的 EVA 和 RAROC 不能精

确计算，只能通过公式对主要的成本进行计算，数据的准确性仍待考量，无法系

统评价条线的效益情况。

4.4.3 分行资本回报水平不平衡

从 2020 年各分行资本回报水平看，分行间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定西、平

凉分行因净利润为负数影响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水平为负数，而兰州分

行资本消耗过快，并未带来高资本回报水平，EVA 和 RAROC 分行排名中均靠后。

而金昌、甘南、张掖等分行因利润增速高于资本耗用速度，效益指标排名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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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EVA 最高的甘南分行与最低的定西分行相差 45 万元，RAROC 最高的金昌分

行与最低的平凉分行相差 47.6 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运行情况通报数据整理

图 4.1 分行评价指标情况

4.5 经济资本应用不全面

4.5.1 经济资本在绩效考核中的引领作用不强

在上一章的内容中也有提及，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目前的经营管理绩效考核

体系中已经纳入了经济资本回报率、人均经济增加值等指标，但是从管理效果看

仍未占据核心地位。在经营管理绩效考核中经营效益指标中经济资本相关指标合

计占比 30%，而收入、利润、成本收入比等指标占比 70%，经济资本指标得分不

及净利润等其他指标，而且在分行考核执行层面，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通过业务扩

张来实现收入利润，仍未真正建立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经营管理绩效考核体系。

在分行客户经理层面，客户经理绩效考核中主要以业务量净增为衡量标准，

对于业务背后的经营效益指标考核较少，这也是导致客户经理忽略经济资本管理

的原因之一。

4.5.2 忽略了客户对我行价值创造的贡献

在对客户进行调查评估时，不论是客户的基本情况，包括经营年限、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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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行业情况分析等，还是客户的盈利能力，包括主营业务收入、资产净值、

经营性现金流等收入利润情况，都只是对客户本身实力的评估，而实际上风险低、

经营实力强的客户并不一定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在业务发展中，客户经理对于

利率等方面的议价能力较弱，不论是个人贷款还是对公贷款，通常以同业低利率

业务为标准，以此为客户寻求更低的价格，为了留住该部分客户甚至会给予更多

的资源倾斜，从而弱化了对银行的贡献，同时中后台审批人员及贷款管理人员工

作重心也会放到风险管控中，最终弱化了对价值创造水平，这与资产负债工作精

细化管理要求存在差距。比如，房贷业务利率在国有银行中的利率水平整体偏低，

远不及工行、农行、建行。

表 4.2 国有银行新发生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银行 工行 农行 中行 建行 邮储

利率 5.45% 5.46% 5.32% 5.47% 5.32%

4.5.3 对公司贷款的定价支撑不够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近几年发展看，公司贷款增长仍为信贷业务主要增长

点，但是规模的增长并未带来行内较高的效益水平。一方面，主动议价能力较弱。

甘肃省分行公司贷款产品定价模式中计算出的经济增加值、经济资本回报率与实

际有着明显偏差，且产品定价模型中运营成本率、风险成本率、资本成本率的测

算较为粗放，数据准确性不高，造成在实际开展业务过程中只能参考同业利率来

定价，由于甘肃省的优质公司客户较少，同业竞争压力大，利率水平整体偏低，

与同业竞争并不具有优势，同时对公贷款涉及金额大，风险成本高，对于低利率

业务来说，盈利空间较小。另一方面，低利率贷款承诺未得到有效落实。分行在

向总行或省行申请公司贷款低利率业务时，均会有派生业务的承诺，通过派生业

务提高客户综合收益，比如公司贷款放款成功后，可带动公司存款、信用卡、代

发工资等业务，但贷款发放后承诺事项未得到有效落实。最后公司贷款后评估体

系不健全。公司业务营销系统对于客户派生收益数据的统计仍有待完善，无法为

计算 EVA 提供准确数据；经济资本管理系统与精细化财务分析系统部分接口尚未

连通，以上导致实际公司客户 EVA 无法在系统中准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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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管理的优化建议

虽然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近年来在经济资本管理方面日益优化，但还是面临

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为了实施经济资本精细化管理工作，对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

的优化措施，形成闭环，才能真正实现经济资本管理水平提升。

5.1 树立经济资本管理核心地位

5.1.1 加强对管理层的培训力度

经济资本管理对于银行经营发展至关重要，基层员工不重视经济资本管理及

其应用，一部分原因在于分行的管理者没有有效的去传导经济资本的理念，这也

对经济资本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就会存在各方面的阻

碍，这时候就需要管理层对经济资本的管理理念有非常充足的认识，站在战略决

策层面的高度去有效推动经济资本管理落地实施，更好的协调各方面的矛盾。随

着“轻型化”转型发展持续推进，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应对各分支机构的管理层

全面灌输经济资本管理的理念，介绍经济资本管理的原理，并结合管理层关注的

内容，将理论知识与业务实践有机结合，促进经济资本管理在管理层面熟知，方

便管理层在做经营决策时能够充分考虑经济资本的主导作用。

5.1.2 推进经济资本精细化管理

要尽快转变经营理念，要重视经济资本管理工作，做好精细化日常管理工作。

一是理念传导，不断开展经济资本管理培训，层级可扩大至各支行客户经理，向

客户经理算账，不断灌输经济资本约束理念，提高价值创造水平。二是加强条线、

分行之间横向、纵向沟通交流，定期监测，针对出现的问题剖析成因，提出改善

举措等多种形式，强化传导的效果，将经营发展从重规模转变为要效益的转变，

引导各分行客户经理主动提高资本价值创造水平。三是培养一批懂资产负债管理

的专业人员，目前二级分行资产负债业务管理岗普遍都是兼职人员，工作精力有

限，对于资产负债管理中重要的资本管理，应设置专职人员，加强队伍建设，改

变基层管理一知半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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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立建全经济资本计量方法

5.2.1 加强经济资本管理系统建设

经济资本管理本身就要求高、理解难度大、应用范围广，要进一步建设好经

济资本管理系统。一方面，完善系统操作风险经济资本的数据，或将操作风险经

济资本数据通过后台对接至经济资本管理系统，减少经济资本管理人员手工计量

的不利因素，真正实现系统数据完整性，降低工作压力；另一方面，优化资本回

报计算等相关模块的开发，加大应用推广，提高经济资本事前管理的重视程度。

5.2.2 合理应用推进经济资本高级法计量

目前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管理整体比较粗放，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占

用采用的仍是权重法，该方法未能根据客户的潜在风险准确测量经济资本占用，

导致计算出来的经济增加值、经济资本回报率水平与客户的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偏

差。下一步，要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和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规定要求，

借鉴同业先进管理经验，使用内评法对客户风险状况进行分层分级，并确定不同

层级在相同的置信区间上的最大风险损失，确保据此测算的经济资本占用以及经

济增加值相对准确可靠。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规定，资本管理高级法主要采用

一套内部模型对风险加以测量, 它主要分为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

模型法和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但是要想实施资本管理高级法需要银监会进行核

准，因此邮储银行应加快推进资本管理高级法的落地，通过过渡期，也让邮储银

行做到更精准的计量资本，持续不断的向先进银行靠拢。

5.3 持续优化经济资本配置机制

5.3.1 建立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信贷管理模式

信贷业务管理应当强化经济资本的核心的地位，以经济资本为主导，开展信

贷业务，进一步强调经济资本约束在信贷资源配置中起到的基础性作用。要以年

度经济资本配置总量为约束，制定年度资产业务计划。在分行经济资本限额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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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要以信用风险为重点，真正做到资本限额优先向经济资本回报率高的分

支机构倾斜，经济资本限额向重点业务、重点客户和重点区域进行配置。

5.3.2 完善经济资本约束机制

强化经济资本计划对信贷管理过程的刚性约束。一是分行要加强经济资本与

信贷计划的联动管理，信贷计划管理在月初下达计划时，可配置当月总量的经济

资本限额，这样就可以在资本总量限额内对信贷计划进行分配，平衡好信贷结构，

如果经济资本限额超当月限额，可以通过盘活存量、减少无效资本占用等来满足

信贷投放的需求。二是要加强经济资本约束力，不能盲目的追求规模最大化，要

避免一味地扩大业务规模，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要实现业务持续稳健发展。三

是通过系统支撑查询信贷业务的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通过建立以

RAROC 和 EVA 为依据的信贷业务规模，实现价值最大化。四是在有限的经济资本

限制下，要充分考虑各个产品的风险权重，重点发展低资本占用业务，压降无效

资本占用的表内外业务，把有限的经济资本配置到低风险高收益的业务中，尽可

能让更多业务带来收益，以达到节约资本，提高经济资本回报使用效率的目的。

同时，要强化经济资本评价对超资本计划的处罚力度。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若

有分行盲目发展业务导致超经济资本计划时要进行相应处罚，要充分发挥制度约

束效力，坚决杜绝分行存在的侥幸心理和博弈行为，充分发挥分支机构主观能动

性，持续不断的强化自我约束能力。

5.4 提高经济资本监测及评价水平

5.4.1 优化经济资本管理系统

如前文提到的加强经济资本管理系统建设，应进一步提高数据更新时效，便

于更精准及时的做好监测评价工作。

5.4.2 提高分行价值创造水平

优化经营结构。一是落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零售服务战略定位，由于零售信

贷业务有着客户分布广泛，业务覆盖面广的优势，以零售客户为突破点，可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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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多的交叉销售的机会，综合收益较高，且由于零售贷款客户单笔金额较小，

能够分散风险，零售业务整体风险权重较小，具有消耗资本少等优势，因此要下

大力气发展个人经营性贷款、小企业高收益产品，降低高资本低收益的公贷业务

占比，发展用于支撑三农、小微及普惠金融、绿色信贷、重点城市行等战略性业

务。二是表内非生息资产的结构优化，如处置抵债资产、闲置的固定资产、预付

账款等，降低表内非生息资产资本占用。

压降低效资本占用。加强银行内部各项贷款业务的信贷准入条件，对表内外

业务结构的资本占用情况要有充分的认知水平，处理好授信与用信的关系，提高

经济资本节约水平，积极与业务部门沟通，从源头上控制贷款承诺业务，持续不

断压降无效贷款承诺，严控表内外高资本耗用资产增长，持续管控低效资本占用。

目前，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积极压降不可撤销贷款承诺规模，因权重法下不可撤

销贷款承诺占用资本较多，但若实行资本高级法计量，可随时无条件撤销贷款承

诺也会进一步消耗资本，从而会影响到效益评价水平，因此要持续不断的提高信

贷合同使用效率和信用卡额度使用率。

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要想提高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回报率水平，除了考虑

资本节约外，还需要提高利润。在当前经济资本约束的前提条件下，同业竞争加

剧，这都要求银行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而中间业务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中间业

务风险相对较小，它主要以代理的方式开展；二是中间业务收益率相对较高，它

以收取手续费的形式获利；三是因为中间业务主要以代销业务为主，不直接运用

资金，对于经济资本的消耗基本没有，这有利于提高银行的资本回报水平。

5.5 加强经济资本在各业务领域的应用

5.5.1 完善经济资本考评机制

在银行经营管理绩效考核中，加大对经济资本回报率及经济增加值等指标的

分值权重，以凸显经济资本管理工作的必要性。以经营管理绩效考核为引领，以

考核为抓手，引导各分支行加强对经济资本管理的研究及探索。

推进经济资本指标与客户经理绩效挂钩。要想让客户经理深入的了解经济资

本理念，推进经营发展转型，就应该将客户经理的绩效管理体系与风险指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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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在员工的平衡积分卡中挂钩经济增加值、经济资本回报率指标，以此来确

定每个员工努力的真实回报，可以约束员工建立风险意识。第一，商业银行有三

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客户经理在发展业务时不仅要考虑盈利性，

也要兼顾安全性，要多给客户经理宣贯理念，并不是利率减去 FTP 成本后就是利

润，要不断的去传导理念，争取客户经理在做业务是能够算清楚账。第二，探索

影响客户经理经济增加值的主要因素，设置相应的调整因子，方便对经济增加值

指标简单可操作，加强处理短期效益与长期回报的能力。根据经济增加值的计算

公式，可以在客户经理积分绩效考核指标中基于原有的业务量指标考核再纳入产

品定价、风险成本、经济效益等指标，并可根据联动营销情况纳入与中间业务相

关的效益指标，并设置相关的积分系数，最终以合计积分进行绩效计算，以此来

激励客户经理拓展业务、提升利率定价、合理控制风险、提高效益水平。第三，

根据考核及管理提升的要求，在经济资本管理系统中设计经济增加值和经济资本

回报率报表体系。该报表体系主要以客户经理维度为主，兼顾机构、条线、客户

等不同维度数据的使用者，支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客户经理的价值创造水平和

结构，有利于客户经理通过系统简单明了的查询，也方便对客户经理的业务发展

进行考核和分析。

5.5.2 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发展模式

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一直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发展理念，明确客群

发展定位，提升客户价值，各业务部门积极摸索，以真正的提升客户体验为核心，

加强零售和公司板块数据共享，灵活设计产品组合，以提高银行综合服务能力来

满足客户全方面、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坚持做好综合营销，实现条线客户复用。

一是个人客户要深度挖掘，提供综合化服务，比如对于单一的存取款客户可深度

挖掘信用卡、个人贷款等需求，特别是利用网点众多的优势，加之“自营+代理”

的经营模式，要抓牢县及县以下区域获客，县域网点要着重覆当地特色超市、大

中型餐饮商户、特色名优产品店铺。二是认真研究公司客户，摸清资金链条，找

出客户痛点，强化结算性产品覆盖，积极拓展代发、代收付、代归集、商户收单、

开放式缴费、资金归集等业务，以支付结算手段实现获客、活客，同时整合票据、

供应链、信贷、信用卡、理财等产品服务，为客户提供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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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的主结算行，实现粘客、留客，促成并创造客户价值提升。全行加强客户综

合营销能力，在资本约束下努力实现客户体验、经营效益和风险管控的最佳平衡。

5.5.3 优化公司贷款利率定价

建立符合我行发展的产品定价模式，强化利率全流程管理，完善贷前利率测

算、贷后综合收益评估机制。一是扩大利率监测覆盖面，增加利率分析和通报的

频次，为分行提供及时、高效的数据参考；二是提高同业利率监测质量，在同业

利率调查中尽可能提供一些佐证，提高参照数据的准确性；三是加强信息科技建

设，尽快打通各业务系统接口，为利率定价提供更为坚实的数据基础。

建立信贷业务后评估模型应用。一是可以在流程上对信贷业务后评估模型进

行前移，综合考虑当地金融环境以及单笔业务的风险情况，合理设置EVA和 RAROC

的阈值，将其作为授信审批的关键指标，一方面应拒绝审批低于阈值的业务，另

一方面要求分支机构开展阈值以上的业务，达到一定目标值的业务可实行绿色通

道审批，进而提高业务发展效率与质量。二是通过信贷业务后评估模型输入各种

计划业务量，倒算出机构、条线和客户经理的 EVA 和 RAROC 的指标，将其作为年

度预算目标纳入相关绩效考核，实现业务量、收入、利润和价值创造的均衡、协

调和统一。三是建立常态化、高质量的后评估机制，全面测算客户综合价值，对

优惠定价客户进行持续跟踪，对于客户承诺的派生业务要持续监测，督导落实，

引导分行着力提升客户价值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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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不足

6.1 研究结论

经济资本管理的核心理念是将风险管理运用于我国商业银行的管理工作中，

通过对经济资本的计量、配置以及评价结果的应用等方面，不断传导资本约束理

念，促进银行不断优化资产结构，通过建立以经济资本回报率为核心的经营模式，

对各业务条线做合理的规划，最终达到效益最大化的目的。邮储银行甘肃分行虽

紧跟监管政策及总行相关管理规定，但在经营发展中仍面临许多问题，仍需要邮

储银行甘肃省分行按照企业的发展目标与管理需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

使其能够更好的融入到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中。随之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邮储银

行甘肃省分行也深刻意识到做好经济资本管理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合理配置经济

资本，对经济资本实施全覆盖的计量，加强经济资本管理在各业务领域的应用，

进一步提升经济资本精细化管理水平。

该文重点以邮储银行甘肃分行为主要调研对象，深入分析了经济资本管理过

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优化邮储银行甘肃分行经济资本管理水平的具体措

施。通过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在经济资本计量方面，要加强对信用风

险计量模型的体系构建，全面衡量客户风险等级、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等

情况，并积极推进资本高级法的全面落地，以实现经济资本计量的精准性，不断

完善系统建设，有效支撑管理需求；二是在经济资本配置方面，应以经济资本为

核心，合理搭配信贷规模，利用约束激励机制不断完善经营约束理念；三是在经

济资本评价方面，应采取通过优化资产结构，积极发展中间业务等手段，不断提

高企业盈利水平，以此来进一步巩固风险调整后的效益指标；四是经济资本应用

方面，要通过对分支机构和客户经理绩效考核、产品定价等多方面的应用，强化

经济资本的主导地位，通过综合营销业务满足银行对不同客户的金融需求，最终

达到双赢。

6.2 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经济资本管理在国外银行应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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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而受限于知识水平和理论不足，本论文主要基于国内的研究开展，对国外的

经济资本管理无法深入研究。二是本论文中收集到的数据及问题分析，主要是邮

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的数据，与国内先进银行的管理差距局限于研究数据可比性不

强。三是由于邮储银行相关保密规定，部分数据无法公开，本文的研究主要以自

身的工作为出发点，对论文的研究也避免不了出现一些疏忽。

本文主要基于邮储银行甘肃省分行经济资本管理进行研究，提出的优化措施

也是为了依据经济资本管理工具，提高价值创造水平的目的，以此更进一步深化

经济资本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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