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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guard against systemic �nancial risk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has formally implemented the Macro Pruden-
tial Assessment (MPA) since 2016, which is applicable to all kinds of �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nancial companies of enterprise 
groups. The implementation of MPA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daily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ncial compani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MPA assessment on �nancial companies in many aspects,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i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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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 MPA 考核对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影响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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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于 2016 年起正式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acro Prudential Assessment，简称
MPA），适用范围包括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MPA 的实施，对财务公司的日常经营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文旨在分析 MPA 考核对财务公司的多方面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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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强对金融市场的深

层次和全方位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对原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

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进行了全面升级，于 2016 年起正式

推出了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 简称“MPA 考核”)。宏观审慎评

估体系的推广，体现了最新的金融监管导向，即：全面有效

地管理金融机构多元复杂的资产端，加强货币政策的逆周期

调整作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2 MPA 考核指标体系概述

MPA 考核的指标体系分为七个方面，分别为资本和杠杆

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

融资风险和信贷政策执行，共包含 14 项指标（见下表）。在

实际执行中，采用季度数据动态评估的方式，由中国人民银

行于每季度末对金融机构的七方面指标进行评估，根据指标

结果进行相应奖惩。

七个方面 14 个指标 

资本和杠杆情况 资本充足率（80 分）、杠杆率（20）分 

资产负债情况 
广义信贷（60 分）、委托贷款（15 分）、同业

负债（25 分） 

流动性 
流动性覆盖率（40 分）、净稳定资金比例（40 分）、

遵守准备金制度情况（20 分） 

定价行为 利率定价（100 分） 

资产质量 不良贷款率（50 分）、拨备覆盖率（50 分） 

跨境融资风险 
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60 分）, 跨境融资的币
种结构（20 分）, 跨境融资的期限结构（20 分） 

信贷政策执行 信贷执行情况（70 分）、央行资金运用情况（30 分） 

MPA 考核结果共分为 A、B、C 三档，A 档为最优，C

档为最差。对于 A 档机构，要求七个方面指标均达到优秀水

平（90 分以上）。而对于资本和杠杆情况、定价行为方面任

意一项不达标，或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资产质量、跨境

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等其他五个方面中任意两项及以上

不达标（60 分以下）者，则直接评为 C 档。除 A 档、C 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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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机构，评为 B 档。激励与约束方面，对 A 档机构施行法

定存款准备金利率适当上浮的奖励性政策；B 档机构法定存

款准备金利率保持不变；对 C 档机构执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

率降低的约束性政策，甚至还将采取约谈、金融市场准入限

制等惩罚措施。

3 MPA 考核对财务公司的影响及分析

MPA 考核的核心要义是充分发挥宏观审慎职能，增强金

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作为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一员，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与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相比，既存在相

似之处，又具备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财务公司同样拥有

基本的金融属性和职能，相当于集团公司的“内部银行”；

另一方面，财务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限制于集团内部，以服

务集团主业发展为根本战略，与传统金融机构存在一定差别 [1]。

因此，分析 MPA 考核对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的具体影响时，

也存在着共性和个性之处。共性之处在于，对包括财务公司

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而言，MPA 考核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难

达标的三方面指标为资本与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和定价

行为。而个性之处在于，财务公司进行 MPA 考核时，上述三

方面指标的具体侧重点和风险点与传统金融机构又有所不同，

需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3.1 资本与杠杆情况

资本与杠杆情况是 MPA 考核中执行“一票否决”的考核

项之一。一旦被评估机构未能达标，将直接被评为 C 档，受

到中国人民银行的约束和惩罚措施。资本与杠杆情况方面的

核心指标是资本充足率（权重占 80%）。

MPA 考核对资本充足率指标的考核方式是设定宏观审慎

资本充足率（Ci*），当金融机构的实际资本充足率大于宏观

审慎资本充足率时，该项得满分；当实际资本充足率小于宏

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但不超过容忍度时，则线性得分；小于宏

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且超过容忍度时，得 0 分。

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为：

宏观审慎资本充足率（Ci*）=αi×（最低资本充足率 +

储备资本 + 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 + 逆周期缓冲资本）

其中，结构性参数 αi的基准值为 1；财务公司最低资本

充足率为 10%；储备资本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有关办法

确定；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取决于被评估机构的资产规模；

逆周期缓冲资本由 GDP 增速、CPI 和被评估机构的广义信贷

增速等因素决定。因此，该指标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被评估机

构的资产规模和广义信贷增速。

由于经营范围的限制，财务公司的资产主要来源于注册

资本金和吸收成员企业存款。在注册资本金相对稳定的情况

下，吸收成员企业存款直接决定了资产规模的高低，而吸收

存款的大小主要取决于集团货币资金总量和资金归集程度。

事实上，作为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平台，财务公司需要不断提

升资金归集能力，进而扩大资产规模，这也无形中推高了宏

观审慎资本充足率，使得资本与杠杆情况的达标难度进一步

增加。

对于广义信贷增速，主要在“（二）资产负债情况”中

进行分析。

3.2 资产负债情况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资产负债管理是有效管控金融风

险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资产负债情况是 MPA 考核体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看，资产负债情况包括广义信贷、

委托贷款和同业负债等三项指标，权重分别为 60%、15%、

25%[2]。

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财务公司的经营和业务范围受到

较多限制，故委托贷款增速和同业负债规模相对较低，基本

可以达到 MPA 考核的要求。因此，对于财务公司而言，资产

负债情况能否达标的决定性因素是广义信贷指标。

广义信贷包括金融机构发放的各项贷款、债权投资、股

权及其他投资、买入返售资产等，具体考核方式是广义信贷

增速与目标 M2 增速的偏离度不得超过 20、22、25 个百分点（分

别对应不同规模的考核对象）。当被考核机构的偏离度超过

相应要求时，广义信贷指标将直接得 0 分。因此，广义信贷

增速与目标 M2 增速的偏离度是否满足 MPA 考核要求，直接

决定了资产负债情况方面能否达标。

对于财务公司来说，经营范围受限导致资产运用的方式

相对有限，资产类业务大多包含在广义信贷的范畴内。同时，

作为集团融资运营平台和金融服务平台，财务公司承担着降低

集团内部融资成本、满足成员企业资金需求的职责，需要增加

信贷资产的投放。随着财务公司资产规模的扩大，信贷资产规

模也呈逐年增长态势，广义信贷增速存在超出偏离度的可能性，

面临一定的达标压力。而如果刻意控制广义信贷增速，则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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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产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影响了公司效益。

3.3 定价行为

定价行为是 MPA 考核中另一项执行“一票否决”的考核

项，仅包括利率定价这一个具体指标。事实上，定价行为是

MPA 考核实施以来指标变动最为频繁的一个考核方面，从最

初的三项具体指标（信息披露、竞争行为、存款定价偏离度），

调整为后来的两项指标（竞争行为、存款定价偏离度），再

变成目前的一项（利率定价），可见监管部门对定价行为方

面的关注程度。

相比其他方面的指标，利率定价更像是一个“黑箱”，

其具体评价标准并未对外公开，仅有“定价水平和定价行为

符合市场利率自律定价机制”等定性描述。

利率定价直接决定了财务公司收入、利润等核心效益指

标的高低，定价管理成为公司日常经营工作的重中之重，而

财务公司的定价工作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一是随着利率市场

化的推进，存贷款利率上下限已经放开，商业银行的金融产

品报价必然会给财务公司带来较大影响，使财务公司面临市

场的全方位竞争。二是受制于业务范围的限制，财务公司提

供的产品和服务相对单一，且缺乏有效的营销方式，只能利

用价格手段吸引成员企业资金。三是为充分发挥金融服务职

能，助力成员企业提质增效，需要提供更加优惠的金融产品

价格，真正让利于成员企业。上述因素决定了财务公司需要

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价格，而这与市场利率自律定价机制

的监管导向存在一定偏差。如何权衡两者的关系，值得财务

公司深入思考。

4 应对措施及建议

4.1 进一步增加财务公司注册资本金

MPA 考核要求财务公司的信贷发展速度与自身资本水平

相适应，以便有效控制金融风险。因此，财务公司增加注册

资本金是顺应监管导向的举措。通过增加注册资本，既可以

提高资金充足率，满足 MPA 考核对资本与杠杆情况的要求，

也有助于增加授信规模、担保能力和同业拆借额度，提升财

务公司的综合实力和服务能力 [3]。

4.2 加强资产负债管理，统筹安排广义信贷业务

作为集团资金归集平台，财务公司负责管理集团内的大

部分资金。为有效应对 MPA 考核对广义信贷的要求，同时实

现资金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有效统一，财务公司应当

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根据资金头寸情况统筹安排广义

信贷的各项业务，从宏观角度做好管理和控制，从微观角度

做好调节和平衡。

4.3 加强定价政策研究，提升自主定价能力

为充分满足 MPA 考核针对定价行为的规定，财务公司应

及时关注监管机构对定价业务的要求和指导，并在此基础上

加强定价政策研究，通过持续优化定价业务体系、创新定价

业务方法、跟踪金融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完善利率定价监测

和分析、提高定价业务信息化水平等手段，全面提升财务公

司自主定价能力。

4.4 与监管部门积极对接，力争进一步优化考核体系

财务公司应当认真分析 MPA 考核结果，积极与监管机构

进行沟通，提出MPA考核政策的执行难点，争取监管部门支持，

力争对财务公司实施一套更加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 MPA

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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