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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評等等準準則則  ||  金金融融機機構構  ||  銀銀行行::  

銀銀行行資資本本水水準準評評估估方方法法與與假假設設  
 
(編按1：本文係摘錄並翻譯自標準普爾於2010年12月6日所出版的「銀行資本水準評估方法與假設」，

詳細內容請參照原文「Bank Capital Methodology And Assumptions」。) 
 
(編按2：本文取代以下所列之文章，這些文章包括2009年4月21日所出版的《方法與假設：金融機構風

險調整後的資本架構》。2010年3月17日出版的《更新之假設：金融機構風險調整後的資本架構》。

2009年9月30日出版之《標準普爾資本比率針對政府資產保護機制下持有優先損失券別的方法論》以及

2006年12月19日出版的《金融機構退休金與其他退休後之福利》。本文也部份取代了2007年4月26日出

版之《金融集團針對銀行資料的調整提供更多透明化》。) 
 
1.標準普爾評級服務正在更新與調整以「風險調整後資本架構」(RACF)評估銀行資本的方法與假設。我

們出版此文章的目的，在於幫助市場參與者更加了解我們衡量銀行風險調整後資本(RAC)的方式，不管

銀行的種類或其經營所在的地區。 
 
2.本文與我們在2007年6月26出版的評等文章《企業與政府評等的原則》相關。 
 
3.本文是以下所列文章之新版。即2009年4月21日出版的《方法與假設：金融機構風險調整後的資本架

構》。2010年3月17日出版的《更新之假設：金融機構風險調整後的資本架構》2009年9月30日出版的

《標準普爾資本比率針對政府資產保護機制下持有優先損失券別的方法論》。出版於2006年12月19日的

《金融機構退休金與其他退休後之福利》。除此之外，本文的「總調整後資本」部份，即文章的第21個

段落到第46個段落，部份取代了2007年4月26日出版的《金融集團針對銀行資料的調整提供更多透明

化。》(取代的部份之標題為「導出主要資本衡量指標的調整」) 
 

準準則則範範圍圍 

4.「風險調整資本架構」(RACF)適用於標準普爾分析所有銀行、銀行之控股公司、以及其他從事存放款

或與其他金融機構交易的合法金融機構時。此一評等準則並不適用於保險公司、財務公司或區域性的券

商。 
 
5.我們使用「風險調整後資本架構」(RACF)決定銀行的風險調整後資本比率(RAC Ratio)，以評估銀行

的資本適足性。我們將總調整後資本(TAC)除以總風險加權後資產(RWA)，即得到風險調整後資本比率

(RAC Ratio)。這牽涉到計算總調整後資本(TAC)的組成（股票與混合型證券），以及風險加權後資產

(RWA)的水準。 
 

準準則則更更新新摘摘要要  
6.本文提供了標準普爾用以評估銀行資本的詳細評等準則。 
 
7.風險調整後資本架構 (RACF)提供全球一致性的架構，以決定銀行的風險調整後資本比率 (RAC 
Ratio)，我們用此來衡量銀行的風險調整後資本水準，不論銀行的種類或其經營所在的地區。我們認

為，由於各司法管轄地區內對資本的定義、以及銀行在計算資本時採取的方式與可供計算風險加權資產

(RWA)選項均不盡相同，因此其法定資本比率通常無法相互比較。我們的風險調整資本架構(RACF)目的

在於透過資本與資產和曝險部位價值的調整，來反映較法定資本比率更具比較基礎的風險程度。這些調

整可能使我們計算出來的資本比率與法定資本比率之間出現明顯的差異。 
 
8.在此一更新的評等準則裡，我們修改的部份，如下所列： 
 我們改變了用來計算風險加權後資產(RWA)的部份權數，使其與我們在2009年6月3日公布的《了解

標準普爾之評等定義》附件四中所呈現的壓力測試狀況更為一致。 
 我們修訂了部份用於風險調整後資本架構(RACF)的資料以及風險權數，以提升它的全球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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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近來金融市場危機中，銀行所遭受的虧損，我們調整了部份的加權後風險。 
 透過提升資訊的披露程度，增加評等準則的透明度。 

 
9.重要的變更包括以下幾點： 
 針對企業違約曝險額(EAD)施以25%的折減率，這反映出我們認為未動用的放款承諾，對銀行之違

約曝險額(EAD)有明顯的影響； 
 針對我們認為風險較高的國家，提高其曝險部位的風險權數； 
 修改部份信用轉換因子(亦即將銀行的資產負債表外風險轉換成調整後曝險時所使用的乘數)以及資

料的配置，以加強一致性； 
 修訂對股權的風險權數，以與2010年6月7日所出版的《運用新版風險基礎保險資本模型分析保險公

司資本風險適足性之評等方法論與相關假設》附件6相吻合； 
 修改我們對資本的標準調整，特別是從調整後普通股權益(ACE)剔除「未利用的稅額可抵扣虧損結

轉後期」以及從總調整資產(TAC)中移除一般放款損失準備。 
 

對對既既有有評評等等之之衝衝擊擊  
10.我們預期，本評等準則修改對評等所帶來的立即影響將屬有限。然而，未來金融機構評等方法若因我

們將資本分析併入銀行個別基礎信用結構評估中的方式而出現變動，則這就可能會對銀行的信用評等有

所影響。(請參考2010年3月11日出版之《銀行、金融公司與法人券商評等準則變更之預先通知》)由
此，本文所列舉的變更最終可能還是會對部份銀行的評等具有間接或潛在的重要影響。 
 

生生效效日日及及過過渡渡期期間間  
11.本準則自2010年12月6日起生效。在正式生效日當天，我們會開始針對所有受評銀行的風險調整資本

比率(RAC Ratio)進行檢視，並預計最多在半年時間內完成整個檢視工作。 
 

評評等等方方法法與與假假設設  
12.風險調整後資本比率(RAC)是風險調整後資本架構主要的產出結果，其中的兩個重要組成因子是總調

整後資本(TAC)與風險加權後資產(RWA)，該兩項因子由各種不同的項目組成(見圖1)。我們以風險調整

資本比(RAC)作為資本水準分析的起始點，再輔以其他的資本水準衡量方法。風險調整後資本比率

(RAC)並不能取代其他的資本水準衡量方法，像是法定資本比率。相反地，針對各種分析方法間之差異

的分析，能使我們對銀行的資本適足性，貢獻出更具價值的意見。 
 
13.在風險調整後資本架構(RACF)下，我們認為風險調整後資本比率(RAC)在8%的銀行，應該具有充分

的資本水準，來因應已開發市場中所可能發生的顯著受壓情境。本文說明了我們如何透過使用資料的摘

要整理、分析步驟，與針對風險調整後資本架構(RACG)進行校準等，來計算風險調整後資本(RAC)裡的

每一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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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11  
風風險險調調整整後後資資本本架架構構((RRAACCFF))的的組組成成項項目目  

 
 

計計算算風風險險調調整整後後資資本本比比率率((RRAACC))  
14.總調整後資本(TAC)是風險調整後資本比率(RAC)的分子。我們將特別股、與我們認為具權益性質之

混合型資本工具，加入調整後普通股權益(ACE)中，而得出總調整後資本(TAC)。我們根據評等準則判定

混合型資本工具的權益性質(請參考2008年9月15日出版的混合型資本評等準則：2008年版)。在風險調

整後資本架構(RACF)的評等準則之下，我們依全球一致的標準，調整帳列的普通股，來計算調整後普通

股權益(ACE)。我們運用調整後普通股權益(ACE)與總調整後資本(TAC)作為銀行評等準則中對資本的標

準定義。 
 
15.我們的風險加權後資產(RWA)數字是風險調整後資本比率(RAC)的分母。在風險調整後資本架構

(RACF)之下，我們將銀行主要風險類別之曝險部位，乘以其相關的風險權數(以百分比表示)，得出銀行

的總風險加權後資產(RWA)。對各曝險之風險權數的調整係反映出我們對其風險相對程度的看法；也就

是說，當我們看到其風險越大，我們使用的風險權數就越高，而因此得出的風險加權後資產(RWA)也就

越高。在我們計算的範圍內，主要的風險類別為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作業風險。風險調整後資本架構

(RACF)使用的是法定與財務會計資料，以掌握曝險部位，並透過相關的風險權數，將其轉換成風險加權

後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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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信用風險會根據不同的資產類別，亦即零售、企業、主權或金融機購(見圖2與圖3)等曝險部位而有所

不同。對金融機構曝險部位的風險權數，可能會因我們的銀行業國家風險評估(BICRA)結果而有所增

加。銀行業國家風險評估(BICRA)指的是：某一金融機構在一國家銀行產業裡營運時所面對的系統性風

險程度。我們將該風險分為1到10組，也就是從銀行業風險最低的第1組，到風險最高的第10組。企業部

門及零售金融曝險部位的風險權數—我們亦是以1到10的評分等級來區分－亦可能會增加，取決於我們

如何評估銀行業國家風險評估(BICRA)分析中的經濟風險而定。 
 

圖圖22  
企企業業與與金金融融曝曝險險部部位位的的風風險險權權數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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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33  
零零售售金金融融曝曝險險部部位位的的風風險險權權數數  

 
 
17.風險調整資本架構(RACF)也是根據我們的評等等級(見圖4)，將信用相關風險權數，運用在政府債券

與資產證券化曝險部位上。市場風險部位係為股權曝險部位之交易風險與價格波動風險的合併加總。風

險調整後資本架構(RACF)會根據不同國家股市指數的預估風險，針對法定資本要求下的交易風險與銀行

的股權投資風險，給予風險權數。風險調整資本架構(RACF)也會針對營收或管理暨保管的資產，給予風

險權數，來計算營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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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44  
政政府府債債券券與與資資產產證證券券化化的的風風險險權權數數  

 
 
18.我們會針對風險權數進行校準，使其與2009年6月3日公布之《了解標準普爾之評等定義》附件四中

的壓力測試狀況相一致。 
 
19.風險調整後資本架構(RACF)也會將風險集中性或分散性對風險加權後資產(RWA)(請參考附件B)的潛

在影響予以量化。此一量化調整有助於我們提供並分析集中性所帶來的額外風險以及風險分散所帶來的

好處。我們的架構也將「單一曝險對象的集中度」(即針對單一借款人或交易對象大額曝險部位之加

總)，以及各地區、部門、種類與業務範圍之間的風險相關程度，納入考量。 
 
20.表1摘要列出了風險調整後資本比率(RAC)的計算方式，並引進部份我們運用在風險調整資本架構

(RACF)的概念與用辭，譬如「調整後曝險(adjusted exposure)」與「正常損失」(normalized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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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11  

風險調整後資本比率

(RAC)

=

總調整後資本(TAC)

風險加權後資產(RWA)

where

風險加權後資產(RWA) = 風險加權後資產(RWA)信用風險+風險加權後資產(RWA)市場風險+風險加權後資產(RWA)

營運風險

風險加權後資產(RWA)信

用風險

= 風險調整後資本(RAC)的風險權數*12.5*調整後曝險部位

風險調整後資本(RAC) 的

風險權數

= 在某一壓力測試情況下所發生，且超出我們定義為超越「正常損失」以外的非預期損

失。

調整後曝險 = 在債務人違約的情況下，標準普爾預期銀行所面臨的曝險金額。此一金額與財務報表在

特定日期上所呈現的餘額，可能並不相同。（對依循Basel II規範的金融機構而言，該調

整後曝險額除了幾個例外的情況外，與法定違約曝險額相同。）

正常損失(Normalized Loss) = 對(某一國家中之)某既定曝險類別而言，在整個景氣循環週期中，預期會產生的平均年

度損失率。

計算風險調整後資本比率

*Basell II係指國際清算銀行在其2005年11月出版之「巴塞爾委員會新版巴塞爾協定對銀行的監督：資本衡量與資本標準的國際統合：修定

的架構與完整的版本」，以及其後之修訂版本中提出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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