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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银行监管展望 ：做好准备应对数字化时代监管 

（来源：安永微信公众号，2019-05-09） 

 

全球越来越多的银行监管机构正在将工作重点从金融危机后的

改革转向应对新的风险和优先事项。安永近期发布的报告《2019 年

全球银行监管展望》，对监督机构面临动态格局的情況进行了解读，

也对行业参与者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洞察，并指出我们需要打造稳健的

风险及合规框架。 

一、监督机构面临动态格局：2019年监管环境 

银行和监管机构所处环境正在发生改变。在数字化格局不断变化

的背景下，由于对新产品和新服务的监督方法不统一，各方对数据使

用和所有权以及监管边界存在很多疑问。与此同时，地缘政治冲突也

在加剧市场对信贷周期和未来增长和投资状况的焦虑情绪。 

监管机构包括了诸多领域，例如监管标准和碎片化，业务驱动力

和新技术，发展中市场蕴藏的机遇，监管范围和监管举措等等。全球

监督议程和政策议程始终悬而未决。监管机构正重新审视现行法律法

规，意欲提高其适当性和透明度。此将导致监管制度标准和碎片化。 

此外，当前转型议程的速度之快，以及新市场参与者、产品、服

务提供商与行业共享设施的不断涌现，均是前所未见的。监管机构和

行业参与者将抓住开发新工具的重要机会，使用新工具管理风险及提

高银行 及市场效率、安全性与稳健性。 

全球和地方决策制定机构则面临开发新技术、部署和运营方面的

管控问题。在发展中经济体，新技术应用发展迅速，加之新市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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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助推，金融科技更被视为机遇而非挑战。中国即有金融科技得到

迅速采用的实例，例如云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以电子支付替代现金支

付等。 

另外，监管的范围和政策制定机构必须评估现有监督框架，不仅

要决定监管范围，还要明确未来的监管方法。监管机构需要回答以下

问题： 

 对承担“类银行”风险的新型实体采用何种监管？ 

 如何看待那些因具有登录银行系统权限而导致银行系统出现漏洞

的外部实体，或者那些银行日益依赖的外部实体？ 

 颠覆型机构是否应和传统机构一样，遵守同一套标准？ 

 是否会根据实体类型或活动类型颁发牌照或予以授权？ 

因此，政策制定机构不仅要确定监管范围，还要明确未来的监管

方法。 

最后，监管机构必须像受监管的市场参与者一样，确定适应新格

局的有效运作方法。监管机构将着手解决监督机构的设立方式、监督

方式和监督内容等一系列问题。此外，监管机构必须决定对新技术应

用带来的新系统性风险、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行业的影响以及新晋非

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最佳监管方式。 

二、行业参与者面临的挑战：遗留问题和不断演变的风险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大型银行的资本和流动性状况已得到明

显改善。不过，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交易账簿基本审查方面，

市场风险模型和系统需要进行全面改革，而在最终结果不确定以及改

革结果可能无法在主要管辖区统一实施的背景下，很难对成本进行量

化。2019 年，总损失吸收能力和中央对手方清算仍将是对金融机构



3 
 

和市场构成挑战的结构性问题之一。 

为改善上述问题，银行需要管理和预测新型风险。虽然可借助数

字化转型达到目的，但风险管理人员必须加快采用和部署新技术的步

伐。 

监管改革必须拥有新架构和流程，以便达到更好的治理与控制，

并加强框架。在根本性与结构性监管改革措施基本到位的情况下，让

恢复和处置方案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并确保金融机构能够在处置状态

下满足持续经营的预期是挑战所在。监管机构以前关注的是金融机构

在极端情况下的恢复能力，但现在更多关注的是非极端的颠覆性事件，

以及金融机构日常业务的弹性。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监管格局不断

变化，加强治理与风险管理框架成为近年的趋势： 

某些管辖区强化实施高管问责措施 

 三道防线框架进一步演化，包括将风险所有权和管理责任转移到

第一道防线 

 对风险文化的关注度加大 

 修订风险偏好方法，纳入非金融风险 

 在合规与风险监控中更多地使用数据管理、高级分析、人工智能

（AI）和机器人技术 

因此，监管机构目前希望银行构建具备综合风险控制职能且允许

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能独立提出可靠 质疑的框架，结合更加成熟的

内部审计职能，能够独立审查风险偏好框架和总体风险治理。 

另外，作为对现有规则和指引的补充，监管机构正在将重点转向

具体的运营弹性强化措施。2018年 12月发布的巴塞尔委员会报告将

成为网络弹性未来标准的指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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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上述的问题，前台工作人员需要接受更为全面的风险培训，

而合规部门主管需要对第一道防线控制职能的发展提供建议和支持。

第二和第三道防线的控制职能也必须改进，更好地利用新技术和新科

技。 

三、行为风险和金融犯罪的威胁持续不断 

虽然监管机构在不同时间点处理的主要问题不同，但始终关注行

为风险。监管机构随时在处理行为不当问题，各管辖区的行为不当案

件在短期内仍无减少迹象。为了应对种种威胁，改进行为和加强犯罪

侦查已是迫在眉睫，打造稳健的风险及合规框架更是最为有效的计划

之一。 

近年来，金融机构在应对金融犯罪侦查缺陷方面投入大量人力和

成本。金融犯罪侦查领域利用先进技术的潜力最大。当前，很有必要

在客户分析和智能交易监控方面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提高流

程效率。此外，问责机制不仅要垂直深入，还要横向扩展。环境、社

会和治理问题，特别是可持续金融议程，将成为金融机构战略规划和

风险分析的关键要素。 

最后，实体、集团及其供应商自身以及彼此之间都需要进行变革。

但变革应该是自上而下驱动的。 

在管理层层面，现在应该审查和加强： 

 运营委员会，实现代表性治理 

 风险框架，提高一致性和数据质量 

 新的业务和产品审批机制，促进运营稳健的市场和客户成果 

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可制定更灵活、更高效的风险及合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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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弹性：实务系列》（ Cyber-resilience: range of 

practices），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2018年 12月。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5feNLHAW75_KaC-quBnZ0w ，

转载请注明。 

https://mp.weixin.qq.com/s/5feNLHAW75_KaC-quBnZ0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