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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操作风险的研究基本上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刚起步，主要源于巴林银行倒闭的影响，许多机
构和学者开始讨论操作风险。 
一、巴塞尔委员会的研究成果 
（一）操作风险的定义和分类方面 
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将操作风险定义为“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
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2004年6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明确界定操作风险的定义为“由不完善或有
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以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巴塞尔委员会对操作风险的定义是
介于狭义和广义之间，因为它考虑了银行内部运营部门以外的操作风险和外部事件所引发的操作风险
以及法律风险，使得该定义包含的内容更接近完整；同时又出于量化操作风险的考虑，排除了难以进
行量化的策略风险和声誉风险，兼顾了操作风险的内涵和量化操作风险的可能性。根据这个定义，按
照操作风险的成因，巴塞尔委员会将操作风险分为七大类事件：内部欺诈；外部欺诈；雇用合同以及
工作状况带来的风险事件；客户、产品以及商业行为引起的风险事件；有形资产的损失；经营中断和
系统出错；涉及执行、交割以及交易过程管理的风险事件。按照损失事件发生的部门对操作风险进行
分类，巴塞尔委员会又将其划分为八大业务部门类别：公司财务；交易与销售；零售银行业务；商业
银行业务；支付与清算；代理服务；资产管理；零售经纪。 
（二）操作风险管理框架方面 
2002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操作风险管理的十条原则，成为各国银行业构建操作风险管理框架的基本
准则。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指出：“银行应开发出一个管理操作风险的框架，并通过该框架评价资本充
足率。框架应根据管理操作风险的政策规定，覆盖银行对操作风险的偏好和承受能力，包括操作风险
向银行外部转移的程度和方式，框架还应制定银行识别、评估、监测和控制/缓释这类风险方法的政
策。” 
（三）操作风险计量模型方面 
巴塞尔委员会从1998年开始修改资本协议，并提出了操作风险度量的方法，主要有：基本指标法、标
准化方法、高级度量法等。在2004年正式生效的新资本协议中，首次将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与信用风
险一起纳入最低资本监管要求并强调不同风险之间的相关性，并分别提供了从简单到高级的一系列风
险衡量方法，以更加合理的确定一定资本额对应的风险资产额，真正的将资本与风险挂起钩来。 
二、其他机构和学者对操作风险管理的研究 
（一）《新巴塞尔协议》初稿颁布之前的研究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部高级副总裁米歇尔·科罗赫博士（Michel Crouhy）及该银行的首席
风险官罗伯特·马克（Robert Mark）博士对操作风险的类型、操作风险产生的因素、操作风险的测算
步骤以及整体操作风险管理的关键进行了详细分析；菲利普·乔瑞教授（Philippe Jorion）对操作风
险的定义、操作风险产生的原因以及运用损失分布法计算操作风险所需的资本要求进行了简单的分
析，提出了通过建立操作风险基金来防范操作风险的管理对策；最早为操作风险分配资本的支持者之
一是Duncan Wilson，1995年12月的Risk杂志中他发表了“操作VaR”，其思想是建立来自于内部和外
部的操作损失事件数据库，并从数据中拟合操作损失的分布。通过确定一个置信区间，公司就可以计
算出操作风险的VaR；1996年10月的Risk杂志中发表了Douglas Hoffman和Marta Johnson的名为“操作
过程”的文章，文中指出：信孚银行将业务操作风险视作包含银行的分散资源的所有方向——客户关
系、职员、物质设备、财富和资产等银行负有责任的资源和技术资源，操作风险还包括特定的外部因
素，例如监管风险和欺诈风险，其方法是首先建立损失事件的数据库，从而估算损失的分布，然后用
以计算风险资本。 
（二）《新巴塞尔协议》初稿颁布之后的研究 
1.国外机构和学者的研究。自《新巴塞尔协议》初稿颁布以来，操作风险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德
意志银行的Robert Hübner联合十几位风险管理领域的学者和银行管理人员编写出版了《Advances in 
OperationalRisk：Firm-wide Issues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2001）》，该文集分为管理操作风险，风险分析、识别与建模，新的监管
环境、合规与未来三大部分；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发布了操作风险系统和控制的咨询文件，提
出了对操作风险进行内容管理和过程管理的新思路；2003年7月，美国著名的职业监管机构COSO公布完
成了《全面风险管理框架》（草案），并公开向业界征求意见；Rabobank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引入全
面管理的操作风险框架；Jun ji Hiwatashi介绍了日本先进银行的操作风险度量技术的最新进展和成
功经验；Silvan Ebnother等通过极值理论和VaR方法对操作风险进行了评估；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对操作风险的高级计量法的监管进行了详尽的论述。David Porter系统地讨论了审计数据分
析、管理文化建设、减少金融犯罪等与防范操作风险的关系；Reimer Kuhn和Peter Neu提出了基于VaR
模型的银行操作风险资本金需求的计算方法；布兰登·扬和西蒙·艾希比，托马斯·列迪、Crouhy、G
alai和Mark等研究了商业银行究竟应该采取保险还是自保的方式来应对操作风险损失，以及保险费和
经济资本的替代问题；Georges Hübner等参考信用风险模型来对操作风险进行量化分析；英国Reading
大学的卡罗尔·亚历山大主持的《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从监管、分析、管理三个层面对商业银行操作
风险进行了专题研究；普华永道公司开发了软件支持产品OpVaR，便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用来测算操
作风险；Jack. L King提出了Delta-EVT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如何运用Delta因子来测算“高频低
危”事件的损失，以及如何运用极值理论（EVT）从事“低频高危”事件的操作风险计算，为将来银行
业精确测算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提供了比较科学的方法；John Jordan采用美国OpRisk Analytics和OpVa
ntage两家数据公司从公共信息渠道收集的损失数据运用极值理论法对大型国际银行所需提取的操作风
险资本金进行了模拟测算，模拟测算数额与美国目前大型银行提取的实际操作风险准备金接近，对银
行业的操作风险量化管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Dr Mark Lawrence分析了在内部数据充足和不足的情况
下如何选择基于损失分布法的各种高级测量方法来从事操作风险资本要求的测算，为银行业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科学地测算其所需操作风险资本提供了好的思路；马克·洛尔和列夫·博罗多夫斯基认为
操作风险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人，源于人的操作风险可以通过受过更好教育和培训的员工来减轻。 
2.国内学者的研究。新巴塞尔协议出台之后，国内学术界和实践界开始较多地关注操作风险，出现了



一些相关文献，主要有：王芳、张宗梁的《银行业风险与防范》简单提出操作风险的原因及防范措
施；陈林龙的《现代西方商业银行核心业务管理》对操作风险进行界定并提出操作风险管理简单的测
量方法；巴曙松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分析操作风险的特点和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于操作风险
相关规定的演变并讨论了当前国际金融界通常采用的操作风险衡量方法；汪建峰的《商业银行操作风
险管理实务》借鉴西方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分类，围绕八种业务线和七大损失类型对操作风险进行论
述，但在定量方面论述较少；张吉光的《商业银行操作风险识别与管理》主要是从界定操作风险的含
义出发，论述操作风险管理问题；顾京圃的《中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提供了操作风险管理文
化、组织架构、政策流程、量化管理等一揽子操作风险管理思路；沈沛龙、任若恩对新巴塞尔协议中
关于操作风险资本金计算的理论依据和计算框架进行了剖析；叶永刚、顾京圃对国有商业银行内部控
制体系进行了分析和设计，其中专门论述了操作风险控制问题；樊欣、杨晓光对操作风险损失事件的
频度和幅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对我国银行业目前面临的操作风险的状况给出一个初步的定量概括归
纳；万杰、苗文龙指出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成因与国外商业银行有着较大的差
异；乔立新等人从内控机制入手，研究控制操作风险的策略，提出建立操作风险控制系统；全登华从
理论上分析了如何利用极值理论来计量银行操作风险；陈学华、杨辉耀、黄向阳等分析了POT模型在商
业银行操作风险度量中的应用；钟伟、沈闻一指出了损失分布法度量操作风险在应用中的难题；钟
伟、王元分析了保险对于操作风险的缓释作用及新协议对我国银行业操作风险管理的借鉴和启发意
义；田玲也对把保险引入操作风险的管理进行了讨论，并且对引入保险后的银行资本准备金替代方法
进行了对比分析。 
三、简评 
综观国外机构和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形成了几个主要的研究视角：第一，探索可操作性较强
的数理模型对操作风险损失进行衡量和估计；第二，用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对银行业务流程和
操作流程进行研究；第三，对涉及操作风险监管法律和规则的研究探讨；第四，对操作风险成因中人
的因素的研究探讨。国内理论界对操作风险及其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对新巴塞尔
资本协议提出的操作风险管理框架的介绍，并就建立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机制提出政策
建议；二是对操作风险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的分析；三是对操作风险计量模型的介绍和粗浅的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研究成果的综述，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操作风险相关的知识和管理
水平还相对低下，所以通过中外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比较，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经
验已经成为国内银行业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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