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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绩效评价角度
看业财融合在商业银行的实践路径

建议组建业财融合团队（或设置

相应的岗位），由战略规划、资产负债

管理、财务、信息技术、各业务（市场）

条线和授信与风险条线、相关中后台

等部门的人员组成。该团队可不设固

定建制，直接归业财融合委员会管理，

团队成员需要具备一定的战略与协

调、沟通与理解、管理会计、财务领导

及信息技术等能力。

业财融合团队需要解决以下问

题：一是根据商业银行董事会确定的

战略方向，积极谋划和建立商业银行

财务模块和业务模块的融合要点，在

业务发展、成本效益、风险管理、价值

管理、税务筹划、产品方案和营销方

案的设计和决策等方面提出有效的建

议方案；二是破除传统机构界别，形

成数据共享、信息共享，由传统的条

线汇报至管理层、形成文件后再次下

发施行的机制变革为平台化研究、决

策和汇报机制，缩短行政反映流程，

减少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提升组织

绩效；三是将业财融合团队的议事频

率设置为定期或监控指标触发式，以

便更加敏锐地捕捉核心信息的变化，

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和战术。

借助《办法》中的绩效评价指标，

结合业财融合的设计理念，可以对业

财融合的分工及措施做出如下安排：

1.盈利能力指标包括资本利润率、

资产利润率和成本收入比三个指标，

分别涉及净利润和净资产、利润总额

《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财金

[2016]35号，以下简称《办法》）涉及的

银行类金融机构评价指标主要有盈利

能力、经营增长、资产质量和偿付能

力四大类别，分值构成为25%、20%、

25%和30%。从分值设置来看，其中

隐含了如下几方面信息：一是《办

法》将偿付能力指标的评价分值设置

最高，体现了对商业银行抵御风险能

力的重视，要求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

是一种安全性优先的发展模式，商业

银行的发展要建立在化解吸收一定量

风险的基础之上；二是强调高质量的

经营发展，将资产质量、流动性水平

与利润水平、节约型发展放在同等重

要的位置，避免追求短期效益而导致

资源浪费和资产质量下降；三是看重

精细化发展和高效化经营，将盈利能

力指标分值设置高于经营增长指标分

值，要求商业银行从管理中要效益，

对粗放式发展带来的效益增量进行压

缩和限制。此外，评价体系还设置了

调整项，对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

进行考评，对重大事项和信息质量开

展有效监督等。

根据《办法》的考核评价要求，商

业银行如何运用业财融合的方式将经

营发展与考核评价实现良好契合，笔

者认为至少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

内容。

（一）打破架构区隔，解决实际

问题

高峰■

和资产总额、业务及管理费和营业收

入等财务指标。在业财融合分工时，

战略规划、资产负债管理、财务、各业

务（市场）条线、授信与风险条线、信

息技术等部门均应联席参与。收入、

费用及利润类指标可以通过对基于利

润因子的全要素设置阀值进行跟踪预

警，通过同比、环比、与控制指标相比

等方法，跟踪数据异动情况。资产类

指标可以运用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加强

实物资产管理效率，跟踪资产信息并

对资产异动情况进行分析。

2.经营增长指标包括（国有）资本

保值增值率、利润增长率和经济利润

率三个指标，分别涉及（国有）资本、

利润总额、净利润和资金成本等财务

指标。在业财融合分工时，可参照盈

利能力业财融合分工进行联席参与机

制设置。（国有）资本可以通过做好产

权管理、跟踪营运管理（变动、处置、

出租、投资等），做好“三重一大”和

保值增值工作。资金成本可以通过运

用市场手段、内部管理和资金占用分

类规划等方式，优化流动资金贷款不

同利率的时间覆盖比例。

3.资产质量指标包括不良贷款率、

拨备覆盖率、流动性比例和杠杆率四

个指标，分别涉及不良贷款与各类贷

款、贷款减值准备与不良贷款、流动

性资产与流动性负债、调整后一级资

本与调整后表内外资产等财务指标。

在业财融合分工时，战略规划、资产

分享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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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管理、财务、各业务（市场）条

线、授信与风险条线、资产保全、风

险管理、信息技术等部门均应联席参

与。通过做好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

多手段开展不良贷款数据跟踪，达到

及时预警、分析和处置不良贷款的目

的。要严格按照五级分类结果，逐笔、

及时、足额计提专项准备，加强对特

种准备（特定国家、地区、行业发放贷

款）的分析和研究。要建立资产负债

跟踪预警分析体系、对偏离目标值的

资产及时进行结构性调整，采取金融

创新手段降低流动性风险。要建立核

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一级资本跟踪管理

体系，提前做好规划、及时补充资本。

4.偿付能力指标包括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

率三个指标，分别涉及总资本净额和

应用资本底线之后的风险加权资产、

一级资本净额、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和

应用资本底线之后的风险加权资产等

财务指标。可以通过做好核心资本、

附属资本和资本扣减项的跟踪、评判、

分析和监管达标工作，对资产组合中

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暴露和未来信贷

损失可能性等因素进行跟踪、分析、

评判。

（二）建设智能化共享平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业财

融合的智能化共享平台不同于财务共

享中心、ERP管理、预算管理和统计

管理等系统，它是一种建立在对商业

银行绩效评价、数据异动跟踪和解释、

核心监控指标组成动因分析、业务数

据趋势模拟等多层次、高分析判断基

础之上的综合性人工智能化监控和分

析平台，是与商业银行各项成熟运行

系统互联的集成化共享平台系统。

智能化共享平台的建设需要运用

云计算、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智能化

风险控制和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区

块链技术的创新引领下，尝试建立集

体维护的分布式数据库，运用共识算

法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智能合约来

组合数据，将业务模块和财务模块智

能组合，对绩效考核的评价指标进行

索引和追踪。平台建设不仅要关注商

业银行内部信息集成衍化，还需要着

重关注外部有效信息的收集和分析，

外部数据变动所隐藏的含义解析才是

商业银行未来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支

撑。要关注和抢先布局物联网、机器

人流程自动化、智能搜索、模式识别、

规则引擎等先进技术领域，基于智能

数据分析、遗传算法、专家系统等成

本管理模式进行财务预测、智能控制

和决策支持。

（三）打造优秀高效的业财融合

机制

传统的财务运行模式使得财务

信息系统的数据价值难以有效传递

至商业银行的价值链条之中。业财融

合的财务团队要顾全大局，主动形成

统一的组织目标价值，并以此价值作

为业财融合团队的使命；商业银行

的财务管理人员要从财务专业知识

的认知和使用向信息分析能力演化

和转变；此外，建立业财融合机制不

仅需要人员的配置和组织架构的搭

建，还要有流畅、高效、准确的沟通

能力，要能站在对方视角积极回应融

合矛盾，客观合理地分析和评价问

题，为业财融合团队提供行稳致远的

良好保障。

（四）重视对业财融合团队的激励

研究证明，符合积极组织行为学

定义标准的变量能够直接影响领导效

能和员工的工作行为、工作态度、工

作压力和工作绩效，进而影响到企业

的整体绩效和持续性竞争优势。顺畅

且良好的业财融合体制必然会与企业

业绩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在新技术

时代，虽然组织内部成员的可替代性

增强，但对高层次人员的实际需求却

在日益增加。如果激励不到位，人员

流失的概率必将增加，业财融合的效

果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作者单位：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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