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业银行监管评级结果分为1-6级和S级

评级较差银行将被及时采取风险纠正措施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银保监会网站9月22日消息，银保监会日

前发布《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办法》，从总体上

对银行机构监管评级工作进行规范。

评级办法设置了公司治理与管理质量、资本

充足等九项要素，将监管评级结果分为1-6级和

S级。根据银行评级级别的高低，监管机构要采取

相应强度的监管措施和行动，对评级较差银行及

时采取风险纠正措施，注重“早期介入” 。

高度重视公司治理

评级办法规定，商业银行监管评级要素包

括资本充足（15%）、资产质量（15%）、公司

治理与管理质量（20%）、盈利状况（5%）、流

动性风险（15%）、市场风险（10%）、数据治

理（5%）、信息科技风险（10%）、机构差异化

要素（5%）共九项。

从评级要素内容看，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

员董希淼分析，相比现行监管评级规则，评级

要素主要变化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将原“管

理质量” 要素修改为 “公司治理与管理质

量” ，占比为20%，为九项要素中占比最高，

充分体现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高

度重视。

二是新增“数据治理” 要素。 在数字经济

时代， 数据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这表明，监管部门将加大数据治理监

管力度，提高商业银行数据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 并以此作为评判银行风险管理状况

的基础。

三是新增 “机构差异化要素” 。 此前在

《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等文件中已初步

体现差异化监管的原则，此次新增“机构差异

化要素” ，有助于进一步实施差异化监管。

注重“早期介入”

评级办法明确，商业银行监管评级结果分

为1-6级和S级。 评级结果为1-6级的，数值越

大反映机构风险越大，需要越高程度的监管关

注。正处于重组、被接管、实施市场退出等情况

的商业银行经监管机构认定后直接列为S级，

不参加当年监管评级。

评级办法指出， 监管评级结果应当作为衡

量商业银行经营状况、 风险管理能力和风险程

度的主要依据。其中，综合评级结果为5级和

6级，表示银行为高风险机构。 评级结果为5级，

表示银行业绩表现极差，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需要采取措施进行风险处置或救助， 以避免产

生倒闭的风险；评级结果为6级，表示银行存在

的问题极度严峻，可能或已经发生信用危机，严

重影响银行消费者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 或者

可能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公众利益。

在监管措施设置方面，银保监会有关部门

负责人介绍，评级办法根据银行评级级别的高

低，按照监管投入逐步加大的原则，要求监管

机构采取相应强度的监管措施和行动。既要关

注评级较好银行可能存在的弱点和风险苗头，

加大监管跟踪和风险提示；也要对评级较差银

行及时采取风险纠正措施，注重“早期介入” ，

避免风险恶化、蔓延，防止风险隐患演变为严

重问题；而对于已经出现信用危机、严重影响

银行消费者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及金融秩序

稳定的银行， 则应稳妥制定实施风险处置方

案，根据具体情况，按程序依法安排重组、实行

接管或实施市场退出。（下转A02版）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21年部分节假日安排

的通知和沪深交易所国庆期间休市的规定，

本报10月1日至7日休刊，10月8日恢复正常

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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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在第四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 到来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

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的祝

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我们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洪涝自然灾害等困难，粮食和农

业生产喜获丰收，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幸福

安康，对开新局、应变局、稳大局发挥了重要

作用。

习近平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

兴。 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

程，“三农” 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

中央关于“三农” 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

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

节高。

湖北秭归：

美丽乡村展开丰收画卷

时下，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高山冷水稻进入收获

季。 当地农民抢抓农时进行收割、搬运、贮藏，确保秋

粮颗粒归仓。 层层叠叠的梯田、劳作的农民与传统民

居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农耕画卷。 图为秭归县沙镇溪镇

长春村村民在田间收获高山冷水稻。 新华社图文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

发展知识产权金融 健全版权交易服务平台

●本报记者 彭扬 赵白执南

新华社9月22日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

近日印发的 《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

（2021－2035年）》明确，统筹推进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 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保

护、管理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纲要》提出，建立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

市场化运营机制。 积极稳妥发展知识产权金

融，规范探索知识产权融资模式创新。 健全版

权交易和服务平台，加强作品资产评估、登记

认证、质押融资等服务。

《纲要》提出，到2025年，知识产权强国建

设取得明显成效，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严格，社会

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 知识产权市场价

值进一步凸显，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专利密集

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3%， 版权产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5%， 知识产权使用费

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500亿元， 每万人口高价值

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件（上述指标均为预期

性指标）。 到2035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竞争力

跻身世界前列，知识产权制度系统完备，知识产

权促进创新创业蓬勃发展， 全社会知识产权文

化自觉基本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参与知识产权

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

《纲要》就建设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知

识产权制度、建设支撑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激励创新发展的知识产

权市场运行机制、建设便民利民的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

人文社会环境、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明

确了具体任务措施。

《纲要》提出，构建门类齐全、结构严密、

内外协调的法律体系。 开展知识产权基础性

法律研究，做好专门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增

强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和统一性。 根据实际及

时修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和植物新品

种保护条例，探索制定地理标志、外观设计等

专门法律法规， 健全专门保护与商标保护相

互协调的统一地理标志保护制度， 完善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法规。 制定修改强化商业秘密

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 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

用行为的法律制度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反

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领域立法。 修改科学技

术进步法。 结合有关诉讼法的修改及贯彻落

实， 研究建立健全符合知识产权审判规律的

特别程序法律制度。 （下转A02版）

A02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22

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做好跨周期调节，稳定

合理预期，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审议通过“十

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推动扩内需、

促转型、增后劲；部署加快中小型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提升供水和防灾减灾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