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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 何谓信贷组合管理？

• 为何要作信贷组合管理？

• 关键要素- 价值链

• 商业模型 / 定位

• 发展一个信贷组合平台 – 清单

• 模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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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并积极地管理风险和收益

• 将信用/资本的成本透明化

• 知道对“核心”客户的风险偏好可以是有限的

• 同意管理风险时所用的参数

• 视风险为动态的- 它通常会改变

• 针对某一等级的风险评估其收益是否合适

• 创造资本周转速度- 离开“单向”资产流

• 衡量整个投资组合及各自头寸的风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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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信贷组合管理?

信贷组合管理的关键点: 



14 June 2011 | Beijing 

4 14 June 2011 | Beijing © 2011 IACPM  

为何要实施信贷组合管理？

• 风险顾虑

• 资本限制

• 改善收益

• 组合结构

• 其他

信贷组合管理可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都致力于达成类似成果。。。。

• 投资人

• 监管者

• 市场

启动信贷组合管理的传统驱动力

对银行管理信贷组合风险的期望提高，原因来自：

股东

监管 顾客

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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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的风险管理和风险多元化

• 改善利润及收益

• 改善风险定价评估

• 对客户附加值的较好衡量

• 协助发行的工具/透明度

• 资本消耗的管理（及周转）

• 绩效评估一致化- 清晰、责任、问责

• 利用巴塞尔数据、基础架构和使用测试

• 更有备而来地跟监管者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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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实施信贷组合管理？

传统的成果:

分解并认识信贷组合管理价值链的构件。。。

知情决策制定

• 股东

• 监管 • 顾客

• 竞争对手



信贷组合管理 – 关键要素

批准

拒绝

主要分销

次级分销

EL / 违约 偿还 / 到期

交换 /

购买

信贷组合管理价值链

发行

保留

组合 实施

风险收益法

发行委员会

自动化工具

绩效评估

信贷违约掉期

证卷化

次级贷款销售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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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定位

优点: • 整合
- 团体风险看法

• 风险
- 成为关键驱动力

• 确保
- 使用正确的数据

• 可以是混合式的方法

缺点: • 有限的激励

优化和成长；把焦距放在风险

• 合规问题

• 可能成为成本中心/预算

• 与市场的距离

• 融资是个成本
- 重要性日渐增加

• 接触所有金融风险
- (例如外汇、利率)

• 更大的能力
- 可采取长期进攻位置

• 可以结合/混合

• 积极主动
- 帮助驱动业务

• 与发行息息相关
- 商业“盟友”

• 可较快实施
- 可获得的预算

• 绩效评估
- 可以一致化

• 与各业务的距离

• 较难驱动发行

• 看法较缺乏
- 全银行的组合问题

• 可能缺乏组织的观点
- 风险和融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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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管理

业务线

组合管理

财政 / 团体资产债
务管理

组合管理

团体风险 / 信用

可能的定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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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定位

优点: • 整合
- 团体风险看法

• 风险
- 成为关键驱动力

• 确保
- 使用正确的数据

• 可以是混合式的方法

缺点: • 有限的激励

优化和成长；把焦距放在风险

• 合规问题

• 可能成为成本中心/预算

• 与市场的距离

• 融资是个成本
- 重要性日渐增加

• 接触所有金融风险
- (例如外汇、利率)

• 更大的能力
- 可采取长期进攻位置

• 可以结合/混合

• 积极主动
- 帮助驱动业务

• 与发行息息相关
- 商业“盟友”

• 可较快实施
- 可获得的预算

• 绩效评估
- 可以一致化

• 与商业的距离

• 较难驱动发行

• 看法较缺乏
- 全银行的组合问题

• 可能缺乏组织的观点
- 风险和融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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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管理

业务线

组合管理

财政 / 团体资产债
务管理

组合管理

团体风险 / 信用

可能的定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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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定位

优点: • 整合
- 团体风险看法

• 风险
- 成为关键驱动力

• 确保
- 使用正确的数据

• 可以是混合式的方法

缺点: • 有限的激励

优化和成长；集中注意力在风险

• 合规问题

• 可能成为成本中心/预算

• 与市场的距离

• 融资是个成本
- 重要性日渐增加

• 接触所有金融风险
- (例如外汇、利率)

• 更大的能力
- 可采取长期进攻位置

• 可以结合/混合

• 积极主动
- 帮助驱动业务

• 与发行息息相关
- 商业“盟友”

• 可较快实施
- 可获得的预算

• 绩效评估
- 可以一致化

• 与商业的距离

• 较难驱动发行

• 看法较缺乏
- 全银行的组合问题

• 可能缺乏组织的观点
- 风险和融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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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管理

业务线

组合管理

财政 / 团体资产债
务管理

组合管理

团体风险 / 信用

可能的定位:
1) 2) 3)



信贷组合管理的商业模型

信贷组合监测 风险管理 /  资本减少 信贷财库 资产经理

信贷组合管理的目标 信贷组合报告 信贷组合的减少 (卖出 / 对
冲) 以改善风险 / 收益

积极管理（买入/卖出/对冲
）以优化风险/收益

独立的资产管理，通常是
受托的业务

信贷组合管理和发行
之间的调准

无 独特作用 绝大部分独立于发行 完全独立发行

信贷决策 发行 发行 发行，但是通常信贷组合
管理会有建议

信贷组合管理

资产转移 / 转移价格 无 管理资产，但是没有建立
转移价格的机制

以转移价格接受风险 因直接与信贷组合管理预
定

风险拥有权 发行 通常是发行 信贷组合管理* 信贷组合管理

利润中心 发行 发行；信贷组合管理有“
利影子利润及亏损”

兼并发行和信贷组合管理 信贷组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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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混合选择

例子 传统的全方位银行 有投银业务的全方位银行 有投银业务的先进银行或
者是纯粹的投资银行

固定收入 /  对冲基金

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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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的商业模型和战略- 关键

2. 信贷方式的成本- 选择

3. 是否有以发行为重心和定位的必要

4. 风险收益工具/绩效评估要求

5. 执行平衡/资本周转/组合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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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组合管理选择的关键考量

执行/资本

周转/风险分析

风险-收益

工具/客户获利

能力

发行影响

信贷的成本/方式

商业模型和战略

组合构成风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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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一个信贷组合管理平台- 清单

• 调准信贷组合管理的目标和启动

• 考虑范围/地理

• 同意赞助/治理程序

• 在资助／治理程序上取得一致

• 在时间分配／核心阶段问题上达成共识

• 评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复杂性- 关键！

• 调准事前及事后的方法

• 与利益相关者沟通- 持续/重复

• 与行业同僚讨论

• 考虑合规要求

• 考虑外在环境- 经济/监管

• 试点核心项目- 回溯测试/确认假设

• 使用80/20规则

参考国际信贷组合经理协会的信贷组合管理有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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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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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全球银行的商业报告部门

• 以收益/利润为驱动的战略

• 调准基本商业模型和战略

• 横跨整个价值链- 完整积极的信贷组合管理

• 与市场直接交易

• 非常重视发行加值

• 使用基本的经济资本作为信用成本的计算

• 涵盖发行、组合构成、执行

• 横跨7个地点，总共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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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信贷组合管理商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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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考虑的层面很多

• 没有完美的信贷组合管理模型- 或一劳永逸的方法

• 根据需要/驱动力组成一个拼图

• 监管者对信贷组合管理的纪律和其正面的影响日益有兴趣

• 它可释放极大的价值

• 信贷组合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