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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户风险限额的内涵 
客户风险限额的定义是：根据客户最终评级（R3）和可偿债资源确定的未来一段时期内（一般为一
年）建设银行对其授信的最高额度，包括所有本外币、表内外信贷业务。对客户的实际授信额度原则
上不应超过该限额。 
财务杠杆也叫产权比率，是负债总额与股东权益（也就是所有者权益）之比，它是衡量长期偿债能力
的指标之一，表明债权人投入的资本受到股东权益保障的程度，与资产负债率具有基本相同的经济意
义。它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是：财务杠杆＝资产负债率/(1-资产负债率)。行业目标杠杆比率V其实就
是我行指定的行业财务杠杆目标控制比率，也就是某个行业在我行进行信贷投入后预期控制的比率上
限，也可以描述为我行认定的某个行业客户一元有效净资产所能承载的预期负债控制限额。例如机械
行业目标杠杆比率为4.0，表示根据我行信贷投放目标，机械行业客户每一元净资产可以承受或保障的
预期负债上限为4元，通过换算，也可表示为行业客户资产负债率预期目标上限为80％。 
现在再来看授信控制量的测算公式：CL＝L＋1/3×(K×V-P)×E。 
“K×E”表示根据我行行业目标杠杆比率和客户有效净资产确定的可以承受的预期负债总额。“P×
E”表示客户现有的负债总额。“(K-P)×E”表示根据我行行业目标杠杆比率确定的预期可以承受的负
债增加额。V为根据客户信用等级确定的企业目标杠杆比率调节系数，主要根据客户的信用等级情况对
行业目标杠杆比率进行调整，信用等级高的客户系数高，信用等级低的客户系数低。“(K×V-P)×
E”表示根据行业目标杠杆比率及信用等级调节系数确定的预期可以承受的负债增量。至于为什么用
“1/3”来乘“(K×V-P)×E”，争议较大。我个人认为“1/3”是一个固定调节系数，是一个主观确定
的经验数值，它的设定可能有两个目的：一是表示对客户的信贷投放不可能只有建行一家，建行预期
只投放信贷增量的三分之一；二是表示即使只有建行投入信贷资产，投入后客户的预期资产负债率也
要优于我行设定的目标控制值。那么，“1/3×(K×V-P)×E”可以表示为根据行业目标杠杆比率及信
用等级调节系数、固定调节系数确定的某一客户我行期望的可以接受的负债增量。 
二、客户风险限额的测算方法 
（一）测算公式 
目前建设银行有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 
1.内部评级系统中风险限额测算公式 
（1）企业法人客户的风险限额以其总资产或净资产为基数进行计算。即客户风险限额等于其总资产或
净资产乘以相应的限额乘数。限额乘数根据客户最终评级（R3）确定，计算公式为： 
若客户规模为中型（含）以上，则CL＝E×V1 
若客户规模为小型，则CL＝A×V2 
其中： 
CL为客户风险限额； 
E为客户平均净资产，即E=（本期净资产+上期净资产）/2； 
A为客户平均资产总额，即A=（本期资产总额+上期资产总额）/2； 
（2）事业法人客户的风险限额以总资产或净资产为基数，并结合考虑其实际可支配收入。计算公式
为： 
若客户规模为中型（含）以上，则CL＝MAX(E×V1，I’×V1)（取最大值） 
若客户规模为小型，则CL＝MAX(A×V2，I’×V2)（取最大值） 
其中： 
CL为客户风险限额； 
E为客户平均净资产，即E=（本期净资产+上期净资产）/2； 
A为客户平均资产总额，即A=（本期资产总额+上期资产总额）/2； 
I’为客户实际可支配的收入，I’=（财政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缴款
+其他收入）-（拨出经费+拨出专款+专款支出+事业支出+销售税金）。 
CL、E和A的定义与企业法人客户相同，V1和V2的取值与企业法人客户相同； 
（3）新成立客户风险限额乘数V1和V2见下表： 
■
（4）集团客户的风险限额以净资产为基数进行计算。即集团客户风险限额等于净资产乘以限额乘数V
1。限额乘数V1的取值与企业法人相同。若集团客户的风险限额大于各成员单位的风险限额之和，则集
团客户的风险限额以各成员单位的风险限额之和为准。具体公式为： 
CL=Min（■E■）×V■，■CL■  （取最小值） 
其中：为整个集团客户的风险限额； 
■E■为各成员单位的平均净资产合计，对于能够获得合并报表的控股型集团客户，应该直接取合并报
表中的平均净资产； 
CL■为对各成员单位分别进行评级测算出的风险限额。 
集团客户各成员单位最终的风险限额的具体公式为： 
其中： 
CL■■=CL×（CL■■CL■） 
CL■■为分配给集团客户各成员单位的最终风险限额。 
2.小型企业客户信用等级评定程序中客户风险限额测算 
小型企业客户信用风险限额按不同行业、不同信用等级差别确定（见下表）： 
      小型企业信用风险限额测算表  单位：万元 
■
（二）经济含义 
1.可偿债资产存量是衡量偿债能力的主要依据。现行客户风险限额测算的主要依据是平均资产，而且
主要是平均净资产。净资产的高低，基本可以体现一个企业偿债能力的高低。限额乘数是根据客户最
终信用评级设立的调节系数，代表了不同信用等级的违约程度，也代表了我行对不同信用等级客户的



风险偏好，信用等级越高，违约概率越低，信贷资产的安全性越高，相应的限额乘数越大。成立不满2
个会计年度的客户，本着谨慎性原则，相应降低其限额乘数。 
2.多方面考虑偿债能力，引入收入这一流量指标。事业法人客户的风险限额以资产为基础测算，并结
合考虑其实际可支配收入。因为事业单位在偿债能力上有其特殊性，有时候收入可能比资产更能约束
和体现还款能力，所以从偿债能力的角度来测算风险限额，必须兼顾资产和收入两方面。小型企业客
户情况特殊，大多处于成长时期，而且与银行信息不对称，收入可能比资产更能真实地体现其成长能
力和还款能力，因而其风险限额以销售收入为基础测算。 
3.重视营销，重视风险与回报的关系，引入销售收入归行率。为促进营销，加强银企合作，我行在小
型企业客户风险限额的测算中增加了销售收入归行率作为调节系数，充分体现了风险与收益平衡的理
念。当然，银企关系也是影响企业还款行为和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4.引入了区域风险差别。在小型企业客户信用等级评定程序中，对于非建筑业客户的风险限额的测
算，按行业和信用等级分别设立了15％、20％、25％、30％、35％等5个固定数值的调节系数，省行每
年根据各二级行的区域风险评级结果（通过总行风险预警系统查询），相应调整信用风险限额的这些
计算系数。 
三、客户授信控制量和客户风险限额的比较分析 
对客户风险限额进行分析，有必要对客户授信控制量和客户风险限额进行比较评判。 
（一）两者测算的出发点相同，但基础财务指标不同 
1.衡量客户偿债能力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债务和可偿债资产的存量，另一种是比较偿债所需现
金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客户授信控制量和客户风险限额的测算都是从净资产这个资产存量入
手进行测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客户授信控制量以相对量指标和绝对量指标相结合作为测算基础，客户风险限额以绝对量指标为主
要测算基础，相对来说授信控制量的测算较为合理。 
3.客户授信控制量的测算体现了行业差别，但行业目标杠杆比率指标的设置过于简单落后。 
4.客户风险限额部分引入流量指标作为测算依据，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 
5.风险限额的测算以客户资产的平均值为基础，相对于以时点数为基础更具合理性。 
（二）两者测算时，都通过调整系数对预期限额进行了调整，但两者的系数设定不完全相同，对信贷
政策的传导作用也不尽相同 
1.两者都设立了客户信用等级调节系数，反映了我行对客户信用等级的统一风险偏好。 
2.客户授信控制量的测算系数设定比较谨慎，体现了“控制”为主的信贷理念；客户风险限额的测算
系数设定比较宽松，体现了风险控制下注重营销的信贷经营理念。 
3.小型企业客户风险限额的测算引入销售收入归行率作为调节指标，反映了我行在实施风险控制的同
时开始注意综合营销，有效传导了风险与收益并重的风险管理和信贷经营理念。 
（三）客户授信控制量的测算，公式单一，较为明确和稳定；客户风险限额的测算，区分客户规模、
客户性质等采取不同的测算公式，公式的设置较为繁杂多变。 
（四）客户风险限额以绝对量指标为测算基础，侧重于绝对量的测算，测算简单直接，因此可以直接
作为保证限额的计算依据，数据的通用性较高；授信控制量以相对量指标为测算基础，侧重于增量的
测算，调节系数的调节力度较大，不适合作为保证限额的计算依据，因此在旧版的担保评价报告中设
有专门的保证限额测算公式。 
四、客户风险限额测算的优化建议 
（一）大中型客户风险限额的建议测算公式 
CL＝L＋(K×V×I-P)×E 
CL表示客户风险限额。 
L为客户目前在建行全部本外币表内外信用的余额。 
K为行业目标产权比率，为最近年度行业产权比率均值。 
V为客户信用等级调节系数。 
I为行业调整系数。 
E＝上年末净资产－可认定的其他已损耗的资产，为客户上年末有效净资产。 
（二）优化思路 
1.仍然从偿债能力入手进行测算。考虑到客户风险限额有效期较长，应该从长期偿债能力入手。 
2.以相对量指标和绝对量指标相结合作为测算基础，具体财务指标选用净资产和产权比率。 
3.考虑到行业差别，引入行业产权比率均值作为预期目标产权比率，行业产权比率均值直接从我行内
部评级系统最近年度行业财务标准值中采用。 
4.设立客户信用等级调节系数，以体现违约概率和我行的风险偏好对风险限额的影响。依据我行现有
信贷政策，可将A级客户的信用等级调节系数设为1，然后依据我行对信用等级的偏好程度依次增减。 
5.设立行业调整系数。其作用：（1）行业平均值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和合理性，用行业调整系数对行业
均值进行调整、修正。（2）用行业调整系数来传导我行的行业信贷政策。根据我行的行业信贷政策设
定行业调整系数，鼓励发展的行业，行业调整系数设得高一些，相应测算出来的风险限额就高一些，
限制发展的行业，行业调整系数设得低一些，相应测算出来的风险限额就会低一些。利用行业调整系
数来影响客户风险限额，可以达到与行业风险限额相呼应的效果，有效传导行业信贷政策。例如，现
行“五项基本原则”规定了某个行业的资产负债率限额为75％，我们可以通过设定行业调整系数使该
行业的K×I＝3，那么该行业的信用等级A级及以下客户如果资产负债率超过75％，风险限额将会小于
现有的信贷存量，将会有效地减少高资产负债率、低信用等级企业的信贷投放。 
6.小型企业客户评级仍依据现行的小型企业客户信用等级评定程序，小型企业客户风险限额的测算任
沿用该信用等级评定程序中测算方法。 
7.保证限额建议直接以客户有效净资产减去或有负债预期损失代替，即保证限额＝净资产－可认定的
其他已损耗的资产－或有负债预期损失额。 
以上建议，只是从经济内涵、指标特点等方面对客户风险限额进行粗浅分析后的一些想法，具体测算
公式的改进和系数的确定、修正，还需要大量的数据试算来支撑。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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