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

综述性文章
Review

财经与管理·第 04卷·第 03 期·2020 年 03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cjygl.v4i3.3601

Discussion on the Strategy Research of Improving the Risk 
Management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under the New 
Financial Background 
Jiaying Wang 
Risk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Qinghai Branch, Xining, Qinghai, 810000, China 

Abstract
New finance is derived from the Internet, big dat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s a new form of finance that changes the “substance” 
in the entire financial architecture. We usually refer to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of financial elements, diversification of financial 
subjects, and rapid iteration of financial products as new finance. New finance can be called a “gene mutation”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Under the new financial background, traditional finance has been greatly affected, and the risk factors facing commercial banks have 
become more diverse, risk events have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spread faster, and are more harmful. The paper attempts to 
briefly discuss th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commercial ban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finan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new finance; commercial banks; risk management 

浅谈新金融背景下提高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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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金融是基于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信息技术衍生而来的，是通过对整个金融架构中“底层物质”进行改变的新金融形式。我
们通常将金融要素市场化、金融主体多元化、金融产品快速迭代的发生过程称之为新金融。新金融可以称之为是金融行业的
“基因突变”，在新金融背景下传统金融受到巨大冲击，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要素变得更加多样化，风险事件发生概率更高、
传播速度更快、危害性更强。论文尝试从新金融的发展视角，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策略进行简要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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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社会各行

业都面临着技术革新，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无

论是移动化、云计算，还是大数据都给整个金融行业带来巨

变。现如今传统金融行业的版图与界限逐渐模糊，金融行业

需要积极主动与互联网技术进行融合，依托互联网技术不断

推陈出新，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从市场中脱颖而出，赢得

发展空间，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但与此同时，新时代，我们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金融业作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作为经济发展的输血者和社会服务的供给者，面对新局势、

新机遇、新挑战下扑面而来、应运而生的新金融，如何去理解、

认识好，才能在当前的形势下有所作为，有所不为，高质量

发展。

2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概述

2.1 商业银行风险概念

我们通常认为经济学领域的风险是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

金融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发生损失的所有可能性。商业银行

作为经济领域中的一部分，在开展经济活动过程中，有很多

未知因素、不确定因素对银行收益带来影响，银行最终的收

益会和预期收益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非常容易导

致银行出现经济损失，但也有可能获得额外收益，可以说商

业银行风险具有两面性 [1]。

在银行开展的每一项业务中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根据

经济环境中风险不确定、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我们可以将风险



74

综述性文章
Review

财经与管理·第 04卷·第 03 期·2020 年 03 月
DOI: https://doi.org/10.26549/cjygl.v4i3.3601

划分为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性风险等类型。风险的存

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会约束参与人员的行为，提高参与的谨

慎程度，但更多的时候所带来的是负面影响。

2.2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意义

一般情况下，商业银行风险发生之后，会出现多米诺骨

牌效应，对整个金融体系都会产生冲击和影响，同时对其他

社会经济主体也造成影响和传染，使得社会经济出现大范围

的震荡。商业银行风险不仅会对各个经济主体的决策以及最

终收益产生影响，还会对国家相关金融政策的制定以及各项

政策制度的可行性产生影响，甚至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以及

和谐产生威胁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世界金融市

场发生巨变。全球经济市场一体化、自由化发展，为金融行

业带来良好机遇的同时，也给国际金融市场提出了重要挑战，

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在逐渐加剧。在此背景之下商业银

行风险管理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出来，商业银行需要提高对风

险管理的重视程度，进而意识到风险管理在市场竞争能力提

升中的作用，积极探索并运用科学方法分散、转移、规避风险，

达到减少或避免损失的作用，保证信贷经营资金安全，提升

商业银行系统运行稳定性，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为整个金

融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3 新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面临的主要

问题

3.1 新金融的特征

新金融是一种理念，是新时代下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种

创新思维，成熟后或可上升为新金融理论。与传统金融相比，

在目标价值及服务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同，新金融不再过分追

求经营规模、创造价值大小以及资本回报率的高低，不与客

户争利，更多是与客户实现经营价值的共享和利益共有。新

金融面向多元客户、普罗大众，为“长尾”客户提供相对平

等的金融与非金融综合服务，统一了各类客户的服务标准，

提升普罗大众获得金融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得性，使金融真正

成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础设施和基本能力 [3]。

新金融是依靠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

推动发展而来的，具有服务普惠性、价值最大化、资源共享性、

金融科技化、商模创新性、功能平台化、风控安全性、责任

社会化、赋能无界化等特征。新金融将银行变得更轻盈、更

亲和、更下沉，为客户提供随时随地、知我所需的泛金融服务，

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金融行为融为一体，成为名副其实的“无

处不在”“无时不在”服务者，使得新金融天然地具有了“跨

界”和综合化发展的能力。

3.2 新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

3.2.1 风险管理思维存在挑战

新金融变革的关键是转变思维，新金融增强了其服务的

触达能力和场景构造能力，推动金融资源共享，营造了生态

圈的发展模式，以开放的平台和生态赋能社会，更具有开放性。

在多方面冲击和影响之下，整个商业银行市场环境瞬息万变，

所以商业银行风险控制变得更加复杂。开放和共享是互联网

的基本特征，以信息技术的粘合作用使得金融工具与产品的

网络化、技术化、大数据化，同时与金融产业有关的利益相

关人更多，银行想依靠自身的运行体系来实现发展将变得非

常困难，导致现如今许多商业银行需要从封闭的业务经营管

理模式以及风险管理模式当中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转变，向着

互联网公司以及互联网金融生态圈模式进行转变 [4]。

3.2.2 风险管理机制面临调整

在新金融背景下，依托于互联网金融开展的业务活动，

在为金融行业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以及便利性的同时也存在

着非常多的缺陷，使得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因素更多，并

且所传播的途径也变得越来越多。金融业在与互联网融合过

程中，创新业务的跨度非常大，交叉性非常强，互联网金融

所存在的风险更加隐蔽，更具有交叉性，传染速度更快，从

而导致风险识别与管理难度非常大。以上不仅反映出互联网

金融所带来的弊端，同时也反映出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

需要不断改进以适应新金融的发展。

3.2.3 传统风险管理流程受到冲击

因为互联网平台具有开放性以及广泛性，所以在进行互

联网平台上的金融活动时，不存在时间以及地域上的限制，

加之投资者以及融资项目的信息在互联网平台上的展示更加

透明化，相比较于传统融资，消除了双方存在的信息盲区，

所以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提供金融服务的商业银行信

贷审核工作却仍然停留在人工审核的层次，而且互联网金融

风险管理意识薄弱，信息量的处理和分类不清，使信贷人员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不仅需要对相关业务进行审核，还需要对

风险管理部门提出的新要求进行查漏补缺，人工审核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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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量大大增加，整个风险管理的流程仍然处于非常冗长

而且低效率的状态，大多数以经验型的专家判断作为主流意

见采纳对象，并没有依靠大数据来建立模型进行决策 [5]。

3.2.4 外部传染性风险不容忽视

对于许多互联网金融业务来讲，大多数依靠互联网平台

来进行，而这些平台在进行建设时，大多数都是由外部互联

网企业进行外包工作所建设的，所以外部风险使得这些互联

网金融平台应用稳定性受到了严重影响，一旦出现稳定性不

够或者是技术缺陷等问题，便会使得整个平台的客户信息资

源以及资金出现严重风险。同时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现

在大多数处于非常不完善的状态，监管模式也非常模糊，然

而创新的业务大多数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处于灰色地带，

因此许多在传统金融行业当中所不允许的金融业务在互联网

平台上大肆进行，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导致金融行业平台

所承担的风险因素更多 [6]。

3.2.5 缺乏高效专业化的风险管理团队

面对多角度、多样化、高强度的风险，商业银行在运行

和发展过程中也需要重视专业化风险团队的建设。作为一类

特殊的企业，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过程中需要意识到风险专

业人才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目前经济状况愈发严峻，

防范风险成为银行的一项紧急任务。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市

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商业银行本身具备足够的风险管理

能力，才能更好的避免金融市场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但从

目前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团队建设上来说，缺乏专业水平足够

高的风险管理团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状，商业银行本身的

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都相对较差，缺乏对一些突发

性金融风险的应对能力 [7]。

4 新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几点思考
4.1 树立良好的风险管理意识和理念

商业银行发展过程中收益和风险一直都是处于并存状态

的。虽然说风险管理无法彻底消除防线，但通过利用合理的、

科学化手段可以降低风险，从而将风险所带来的损失控制在

可以接收的范围内。树立良好的风险管理意识和理念有两步

要走，第一步需要差别化对待不同业务的风险，在众多的银

行业务中，不是所有的业务中所存在的风险都要用统一的重

视程度去对待，实行差异化的风险管理能够提升风险管理资

源利用效率，保证风险管理效果。与此同时，实行差异化的

风险管理面临个体差异性和风险差异性所带来的挑战。通过

差异化分类对现有的银行业务种类进行分类，总结业务潜在

危险的共性与差异，为集中管理打好基础，分析风险形成的

原因，针对不同类别的风险实行更有效的风险管理。第二步

就是不同地区风险管理差异化，这是因商业银行业务所带有

的地域性而来的，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资源禀赋、居民素

质具备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影响不同地区的商业银行本

身的业务开展，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过程中需要从多角度综

合考量地区的水平，实现不同地区商业银行差异化风险管理，

制定适用性强的管理模式 [8]。

4.2 打造新风控体系机制建设

时代的发展进步给银行现有的风险管理体系带来巨大的

挑战，不断出现新的漏洞和缺陷。银行风险控制需结合自身业

务发展实际，加强过程管理，从全流程视角进行管控，对现有

的风险管理体制机制及流程架构进行完善，增强跨专业以及跨

层级的信息资源共享和流程改造工作，打造矩阵式组织，增强

新金融背景下的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效果。充分认识数字经济时

代的“危”与“机”，把传统的管理经验与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相结合，通过大数据、AI、区块链等新技术运用，规

范、主动采集客户数据信息，运用新技术工具提高分析、判别、

化解客户风险的精准性和有效性，提升风险的可控性。

4.3 构建金融创新管理体系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银行加强自身竞争能力的一

个重要手段就是要实现金融创新。金融创新需要完善且健全

的多层次信息披露体系，实现银行内部、金融机构、企业之

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加快信息流通速度。高流通性和高透

明度的信息能够为商业银行监管提供有效帮助，提高监管效

率和监管力度，也可以帮助商业银行建设完善科学的风险预

警机制。同时，在允许进行一定程度的试错和承担一定程度

的损失的基础上，需加强对业务产品创新管理，互联网金融

业务产品的创新需要在设计环节加强审查，严格按照相应的

法律法规制定审查程序，并且需要将相关产品的信息报送上

级部门报备，经审批合格之后进行线上运营，避免因金融产

品创新审核把关不严而出现各类风险 [9]。

4.4 锻造数字化风险控制能力

为达到风险管理的主动性、前瞻性要求，势必需要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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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赋能，依托海量数据积累、算力提升、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加持，深入挖掘数据本身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的同时

以新金融推动数据与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传统

要素的结合，催化并创造出新的价值。加强数据分析，利用

大数据，提炼客户风险特征，总结风险演化变迁规律，摸索

行业、区域发展特征，从而将以往以单一客户为维度的风险

预警监测模式转变为以风险特征为维度的客户风险监测预警

模式，构建客户、业务全生命周期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发

挥规模化、集约化、批量化预警管理效应，推动风险管理从“经

验型”向“智慧型”、“人工型”向“技术型”为主的转变。

4.5 建立专业化风险管理团队

银行日常经营管理中要多措并举有效提升现有风险管理

人才的专业程度，提升整个风险管理团队的专业化程度。风

险管理者需要从多方面提升自我管理意识、商业银行员工也

要提升自身风险意识，在所有的银行业务中落实风险管理，

降低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督导风险管理人员按照“四

眼原则”履职尽责，参与授信调查和贷后管理，开展风险监 控、

信贷检查和押品管理，对风险进行有效判别，在流程中体现

岗位制衡原则，通过实务操作研讨和实践，在“实战”中提

升风险管理人员的履职能力。

5 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新金融模式，对

传统的商业银行风险管控工作产生了极强的冲击效果，同时

也对商业银行风险管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商业银行

应积极践行新金融理念，加强与新金融的深度融合，促进风

险管控工作效果与质量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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