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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流动性风险管理理论，从货币政策、资产证券化、外汇占款、利率市场化四个角度研

究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实际情况，分析新常态下所面临的新挑战。通过建立

时间序列模型，采用部分流动性指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进行实证度量。实证结果表明: 资本充足率

对流动性影响偏弱，不良贷款率与商业银行流动性成负相关，商业银行应当重点关注对不良贷款率

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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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阶段，金融改革持续深入推进，中国宏观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国际上，西方主

要发达国家逐步退出 2008 年经济危机后施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趋紧，贸易保护主义重

新兴起。国内，货币政策由稳健宽松转变为稳健中性。主要表现在房地产市场随着 2016 － 2018 年的上涨积

累了一定程度的泡沫，人民币汇率波动扩大，外汇储备持续减少。伴随着金融改革的提速，国内金融市场流

动性蒙受较大的压力，这意味着国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相较之前几年会更偏紧［1］。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

所处的宏观境况更加繁杂，局部地区和个别行业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金紧张问题，个别企业和个人借款到期

无法归还，体现为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较快增加，对于流动性风险的研究也愈发迫切［2］。商业银行流动

性管理日益得到了国家和企业的重点关注。

二、文献综述

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和西方有较大差异，我国商业银行可能会面临西方商业银行没有经历过的新问题。
在过去近十年中，中国金融市场一直处于流动性宽松甚至过剩的环境中，我国商业银行很少会遇到流动性紧

缺的问题［3］。在新形势下国家大力推进金融安全，凸现出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

性。
凯恩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了流动性偏好，学术界开始了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系统化研究。国

内外学者提出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去全面分析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因素。Elena Loutskina( 2011)

认为，资产证券化削弱了货币当局影响银行贷款活动的能力，却使银行更容易受到流动性和资金危机的影

响［4］。董积生( 2007) 认为商业银行贷存比、超额存款准备金率、货币供给及银行间市场的人民币成交量等

都是较好反映流动性的指标［5］。李宏瑾等( 2015) 认为利率市场化会使央行对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影响效

果降低，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下将遇到更复杂的宏观环境和挑战［6］。郭红玉等( 2018) 认为资



产证券化并未提高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反而通过商业银行逐利特性和形成稳定预期的方式减少了流动性缓

冲，从而强化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7］。贾丽平等( 2014) 用流动性波动测度方法探究，提出外汇占款是流

动性波动的重要原因之一［8］。关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楼文龙( 2015) 从商业银行内部角度提出

对策建议来应对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流动性风险问题［9］。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课题组

( 2015) 从银行内外部来论述流动性管理［10］。杨健等( 2018) 提出要从监管主体、客体、内容进行商业银行流

动性风险管理［11］。本文在人民币贬值、外汇占款下降的大环境下对银行流动性风险进行研究。
整体来看，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商业银行流动性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但多从某一角度出发，缺乏在特定经

济体制和宏观环境下的系统分析。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全球货币环境趋于紧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当前

经济形势对商业银行进行深入研究，借鉴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货币政策、资产证券化、外汇占款、利率市场化

四个角度对商业银行流动性波及和管理进行研究［12］。利用时间序列回归模型，采取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

率作为解释变量［13］，对商业银行流动性进行度量分析，借鉴国内外治理经验提出我国应对商业银行流动性

风险的对策建议。

三、银行流动性管理风险及其管理现状分析

( 一) 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现状

中国金融市场长久在宽松氛围中运行，商业银行对流动性风险的认识不足。随着美国重新进入加息周

期，欧盟以及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也正在考虑逐步退出宽松，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和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

景下，现阶段经济大环境正在悄悄改变，下一阶段商业银行流动性可能将会转变得更为紧缺。伴随着金融改

革的不断深化，金融脱媒的持续推进给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带来极大冲击。现阶段商业银行基于历史

眼光，仍寄希望于央行给予的流动性支持，忽视自身对于流动性风险的度量和管理，过度竞争下审批不严，片

面追求业务增长。在互联网金融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商业银行面对众多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金融风险不断

积聚。近年来我国不良贷款率呈上升趋势，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商业不良贷款率为 1． 74%，不良贷款率的

提高表明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变低，极大提高了流动性风险。2017 年我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13． 65%，虽然

国家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及资本市场吸纳资金等举措使得充足率持续保持稳定，但其资本结构合理性存在问

题，一级资本充足率较低。贷款结构单一、期限错配、存贷比高使得商业银行始终存在流动性风险隐患。
( 二) 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所面临的问题

商业银行自身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过度利用负债来补充流动性。与资产流动性管理

相比，负债流动性管理策略存在更多的隐性风险。货币市场的利率波动会导致银行融资成本不稳定。如果

银行财务出现问题，高的市场风险偏好可能会导致无法从别的金融机构拆借到资金。资产管理的失误大多

数时间只会对收入有影响，可如果负债管理出现错误，很有可能导致破产。二是融资渠道狭窄。在流动性充

裕的状况下从货币市场大量融资会使融资成本降低。但是过于依赖货币市场，缺少多元的融资负债结构，只

要遭受像 2008 年次贷危机一样的冲击，市场流动性收紧的情况下银行间同业拆借的难度加大，就会出现现

金流枯竭，最终丧失流动性。三是对于核心存款的重视程度不够。其现金流有近 90% 是通过发行债券获

得，剩余极少的部分是长短期存款。因为缺少足够的存款补充流动性，一旦主要融资来源出现问题，银行应

急机制不够完善则会导致短时间内丧失流动性。

四、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实证分析

商业银行流动性可以分别从外部影响和内部影响进行探究。当前，外部环境变化的程度较大。但商业

银行只能通过从内部进行调整以适应形势态下的宏观环境。通过对内部影响因素的分析可知当前商业银行

流动性所存在的问题，从而探究应对方法［14］。本文计划利用时间序列回归模型对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的部

分内部因素进行度量分析。
( 一) 变量选取

当前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显著表现为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的异常［15］。商业银行的发展与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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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息息相关，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对银行流动性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以中国商业银

行为例，选取 2012 － 2016 年间我国整个银行业每季度的存贷比( LDＲ) 衡量流动性并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

不良贷款率( NPL) 和资本充足率( CAＲ) 作为解释变量，经济增长速度( GDP Growth) 为控制变量，数据来自

于中国银监会网站。经过数据统计与计算，得出表 1。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均值 标准差 峰度 偏度

LDＲ 0． 676100 0． 641700 0． 656500 0． 657885 0． 010444 1． 990982 0． 273595

NPL 0． 017600 0． 009400 0． 011200 0． 012675 0． 003349 1． 478187 1． 478187

CAＲ 0． 134500 0． 121300 0． 129900 0． 128590 0． 004527 1． 733222 － 0． 503109

GDP Growth 0． 081000 0． 067000 0． 073500 0． 073450 0． 004893 1． 500750 － 0． 028115

( 二) 变量检验与构建模型

1． 平稳性检验

大量实验表明，不少和经济有关的时间序列都不具有稳定性。所以需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利用
ADF 检验法分别对存贷比、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进行检验。

表 2 ADF 检验结果

变量 ADF 统计量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P 值

LDＲ － 4． 112715 － 3． 857386 － 3． 040391 － 2． 660551 0． 006

NPL － 2． 871584 － 4． 004425 － 3． 098896 － 2． 690439 0． 0738

CAＲ － 3． 840113 － 3． 857386 － 3． 040391 － 2． 660551 0． 0104

GDP Growth － 5． 766208 － 3． 857386 － 3． 040391 － 2． 660551 0． 0002

检验结果表明，LDＲ、NPL、CAＲ、GDP Growth 在 5% － 10% 的显著性水平间均通过 ADF 检验，各变量原

始序列平稳。
2． 协整性检验

由于原始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满足协整性检验条件。将对四个变量提取残差，之后再对残差进行
ADF 检验。

表 3 协整性检验结果

变量 1%临界值 5%临界值 10%临界值 t － Statistic Prob．

全部变量 － 3． 831511 － 3． 029970 － 2． 655194 － 3． 324413 0． 0281

从协整性检验结果得知，LDＲ、NPL 和 CAＲ 在 1% －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可见 LDＲ、
NPL 和 CAＲ 三者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允许建立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3． 模型构建

相关数据已通过协整性检验。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LDＲt = α + β1NPLt + β2CAＲt + β3GDPGrowtht + η
LDＲ 用来表示商业银行流动性，α 表示截距项，β1，β2，β3 代表 NPL，CAＲ，GDPGrowth 对于 LDＲ 的回归

系数，η 为误差项。
( 三) 回归结果与分析

基于表 1 中 2012 － 2016 年的各项数据，利用 EVIEWS6． 0 进行回归分析，实验结果为:

LDＲt = 0． 699899 + 3． 22531NPLt － 0． 644645CAＲt + 1． 077566GDPGrowtht + η
( 6． 922750) ( 3． 028915) ( － 1． 890013) ( 1． 082493)

根据回归结果，Ｒ2值为 0． 761650。所以，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有较好的解释程度。以 5%的显著性

水平为标准，经济增长速度的 P 值为 0． 2951，资本充足率的 P 值为 0． 1212，不良贷款率的 P 值为 0． 0080。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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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不良贷款率与中国商业银行流动性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每增加一个单位，存贷比就增加 4． 866686，

表明不良贷款率对商业银行流动性波及程度很大。资本充足率与商业流动性相关关系相对稍弱，其每增加

一个单位，存贷比就减少 0． 779537，表明资本充足率可以降低流动性风险。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

期，部分行业需要去库存去产能，有些企业甚至会出现破产的危机。这对银行维持低不良贷款率形成了较大

的压力，商业银行应当重点关注对不良贷款率的控制，采取有效措施提升资本充足率。作为控制变量的经济

增长速度，在模型中相关关系相对更弱，与只考虑不良贷款率及资本充足率两个变量相比，加入经济增长速

度的宏观因素，模型系数更大，说明国民经济环境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存在一定的影响，与此前分析相符。

五、银行流动性风险面对的新挑战

当今我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新挑战。国际上，全球性的量化宽松环境将逐渐消失，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的背景下，这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外部压力。与此同时，国内的经济环境更加复杂。
房地产市场经过 2016 － 2017 年的上涨，积累了一定的泡沫。2014 年 8 月汇改后，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扩

大，外汇储备持续下降，中小企业资金不足，这对中国央行的宏观管理和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一) 货币政策趋紧

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

的方针和措施。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研究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的影响时，绝大部分都

处于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货币宽松的时代，中国国内也处于经济繁荣发展的阶段。2008 年美国次

贷危机至今，大部分时间里我国处于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中，只有在 2010 年至 2011 年为了控制通胀，收紧

了货币政策，由此导致了 2013 年“钱荒”的出现。2013 年 6 月 6 日市场出现银行“违约”传闻，隔夜 Shibor 连

续三天飙升至 495． 8bp。随后，国务院要求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央行要求银行业改变流动性长久宽松的预

期。19 日交易延迟，20 日隔夜 Shibor 暴涨 578． 4bp 至 13． 44%。随后，从 2014 年底开始，中国央行通过多次

的降准降息，为金融系统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但是在《2016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

对流动性的表述由“合理充裕”变为了“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 2017 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发

言时说“在多轮量化宽松之后，已经到了周期的尾部，货币政策不再是宽松的政策了”。2017 年以来，中国人

民银行已三次上调包括逆回购等在内的政策利率。
中国商业银行将要面临的流动性趋紧态势不同于 2013 年“钱荒”境况，或许市场流动性不会像 2013 年

那样紧张，但是商业银行将要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加复杂。商业银行不能指望在出现流动性问题时寻求央

行的救助，因为现阶段的货币政策关乎着供给侧改革是否可以完成，是不容放松的。商业银行需要转变流动

性长期宽松的认识，提高自身风险管理能力，以应对未知的挑战。
( 二) 资产证券化进度加快

资产证券化是指把一种可以预见有现金流的资产打包，然后以证券形式出售的活动。2015 年公布的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 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而资产证券化则可以有效地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相比其

他手段，资产证券化更能做到温和降低杠杆率以维护市场稳定。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期限错配问题比较突

出。例如，中国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这造成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产中长期

贷款的比重较大。但是近几年市场资金的流转更快，短期存款所占商业银行资金比重较大，这会对商业银行

的流动性造成较大压力。商业银行如果进行资产证券化，则可缓解所面临的流动性压力。
和西方相比，中国资产证券化起步时间较晚，发展不够成熟，但未来潜力巨大。这意味着今后商业银行

将会面对更多的由于资产证券化带来的流动性风险。新形势下，资产证券化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市场规模

与需求的不断扩大和市场发展不够成熟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间的矛盾。资产证券化会相应地产生流

动性错觉等相关问题，银行将非流动性贷款转换为流动性资金，证券化减少了银行持有的流动性证券并增加

了贷款能力。我国现在资产证券化市场的突出问题是缺乏资产透明度或者说缺乏信息披露机制。众所周

知，基础证券化资产质量的恶化是 2008 年次贷危机产生的其中一个因素。在经济新形势下，资产证券化市

场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需要对资产质量进行严格的把关。如果资产证券化市场出现问题，不仅不会缓解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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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流动性压力，还会对银行的流动性造成严重的破坏。商业银行有必要持有一定的流动性缓冲，并且控制

资产证券化资产池中的资产质量，避免过度资产证券化产生的流动性风险。
( 三) 外汇占款持续减少

外汇占款是一国银行以持有外汇资产为“锚”而投放的本国货币。外汇占款的变化会影响中央银行对

基础货币的投放量，是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途径之一。可见，外汇占款增加，商业银行流动性更加充裕，外汇

占款和商业银行流动性呈正向关系。
美国次贷危机后，各国政府通过释放巨大的流动性来应对。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新形势的到来，外汇占

款不断下降，商业银行面临的不再是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而可能是流动性紧缺的问题，这意味着，之前对于流

动性过剩的研究不再适用于时代的需要。要从人民币贬值，外汇占款下降的大环境下重新对银行流动性风

险进行研究。2005 年汇率改革后，在中国主动拥抱经济全球化潮流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的同时，大量外资进

入中国市场。截至 2014 年 6 月，央行外汇占款已由 2005 年底的 6． 2 万亿元人民币上升至近 30 万亿元人民

币，约是 2005 年底的 5 倍。2015 年 8 月新一轮汇改以来，人民币开启了持续贬值的态势，累计贬值近 10%。
与此同时，2015 年 11 月至今，外汇占款已经持续下降 17 个月。截至 2017 年 3 月，中央银行外汇占款余额为

216209． 50 亿元。
经济新形势下，出口将维持低速增长态势。作为我国外汇占款上升的主要源头，贸易顺差减小的情况下

可能导致外汇占款的趋势性下降。在过去，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大额的贸易顺差和国际

“热钱”涌入，导致流动性过剩问题。但是在我国经济新形势下，商业银行可能会面临与之相反的流动性紧

缩问题。这是中国大部分商业银行之前没有或者很少经历过的环境，将会给我国银行带来巨大的新挑战。
( 四) 利率市场化完成

利率市场化是指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水平及其结构由经济主体自主决定的过程。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可

能会带来更多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从而会对现金流稳定性造成冲击，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

深化下将会迎来更复杂的宏观环境和挑战。利率完全开放后，商业银行可能面临利差和盈利减少、信贷增速

放缓、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业务转型等冲击，这使得当商业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时，央行的援助作用减弱。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进，之前的研究已经不能完全和现状相对应，为了应对新的未知风

险和问题，更加深入研究并创新。
2015 年 10 月 24 日，我国央行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这标志

着中国历经 20 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终于基本结束。利率市场化可以为经济注入新活力，也会产生一些问

题。银行会遇到较多的利率和信用风险，致使商业银行间出现无序竞争。由于央行的作用逐步改变，不再直

接干预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而是以控制货币总体规模与维持货币稳健为目标。所以，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

危机时，央行很难短期内决定要不要为市场提供额外的流动性，而干预的延迟会导致连锁效应的出现，致使

危机蔓延。利率市场化改革虽然已基本完成，但商业银行仍需不断适应新形势。

六、新形势下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建议

根据计量分析得出的结论及商业银行现阶段所面临的新挑战，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立足政府、商业

银行、企业三个角度，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度量与管理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 一) 政府层面

当前，我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与常态背景下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相适应的对

策举措与制度安排。
1． 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降低金融系统风险

过去，中国企业进行融资大多数是从银行贷款，这是近几年银行不良贷款率快速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经济减速阶段，会有部分企业出现财务问题和破产危机，这会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商业银

行可以通过直接融资，例如债转股，优化自身资产结构。打造公平透明的金融市场秩序，促进参与主体的交

流与合作，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推动直接融资市场的完善，从而降低金融系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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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适度加强监管，维护金融安全

加强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控与管理，努力实现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同时推动央行实

施前瞻性流动性管理，以应对因外汇占款减少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变动所带来风险。充分发挥银保监会的

作用，制定严格统一的治理与监管的具体实施细则。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要保证适度监管，过度管理可

能会加剧危机程度。充分吸取 2015 年股票市场出现“股灾”时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加剧危机的深刻经验教

训。摒弃过于强硬的态度和不合理的工作方式，以免过激的行为对流动性造成巨大打击。流动性断裂对金

融系统的破坏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政府必须发挥自身监管职责，在流动性危机发生期间，发挥存款保险制度

作用，维护金融安全。
3． 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政府强有力的调控是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重点，在利率市场化完成后，央行应该逐渐转变监管理念，

以维护市场利率的正常波动为主要责任，提升对市场风险的监控能力，保证在危机发生以后，最短时间内可

以采取控制措施。更重要的是，央行对货币政策要有合适的把控，坚持适度原则，变单向为多向，不能过于宽

松而孕育风险，也不能过于紧缩引致危机的产生。
( 二) 商业银行层面

在利润增长放缓、不良贷款连续反弹的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调整自身经营战略与管理模式尤为迫切。
商业银行要认识到当前的形势及自身问题，认清风险，重视内部控制，积极寻求变革，在降低信贷风险的同

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1． 加强管理流动性风险的意识

在经济新形势下，宏观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金融改革不断提速，商业银行当前的首要任务应是

纠正片面追求业务发展的趋向，由以前的重“规模”变为重“质量”［16］。各个银行要调整行业发展大方向，从

粗放管理向规范集约管理转变，改变看重利益与规模而忽视流动性风险的错误观念，努力实现安全与效益的

统一。2013 年“钱荒”还历历在目，在流动性管理方面，商业银行要摒弃以往对央行流动性支持的依赖，必须

不断提高自身应对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优化经营管理结构，重视风控部门的地位，有效构筑“信贷风险防火

墙”，降低信贷资产不良率的高位运行状态。
2． 扩宽融资渠道

资金融通能力的强弱是决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关键因素，伴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商业银行要克服瓶

颈，在实践中探索多元化低成本融资渠道，建立可持续的多元化的融资模式，积极拓展境外融资渠道，提高融

资来源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同时，对资产和负债的资金需求按规定进行明确的划分，尽量减少资产负债期限

错配情况的出现。顺应国家大力推进直接融资的政策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丰富市场

投资主体与证券化资产类型，实现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对接，提高资产证券化的规模和质量，从而达到盘活

存量资金、优化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
3． 多元化发展资产业务

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频繁的利率波动会对存贷款业务的流动性产生不小冲击。所以商业银行需要

减少信贷资产的比例，重视低风险的中短期投资项目和中间业务。同时，不断对资产业务、金融产品进行创

新，要发展增长最快、发展潜力最大，风险相对可控的业务，从多层面保证流动性充裕。金融租赁的发展对解

决我国目前面临的资金流动性紧张的困境十分有益，可以避免过度实施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所带来的负面

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热钱涌入对国民经济的干扰。
4． 建立完善的流动性管理的计量方法与手段

大力加强创新，结合互联网金融，运用大数据技术，从广度上提高观测与统计覆盖面，提升测量精度与频

率，通过实时监测、实时分析、实时预警、实时管理的全过程，对流动性情况进行灵敏的了解与报告，强化现金

流和资产结构的动态计算及管理。变定时管理为日常管理，通过常规压力测试，分析流动性承受能力，提早

对未来可能出现流动性危机制定防御措施，构建日后流动性调节机制，增强处理期限错配的能力，科学有效

的对商业银行流动性进行度量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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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企业层面

企业作为重要的微观主体，其流动性是商业银行流动性的重要保障，因此，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关键在于

企业流动性风险管理。
1． 保证现金流充沛

现金流是判断企业流动性情况的主要标准，是企业持久运作的前提保障。企业需要培养现金流管理意

识，并通过多种方式尽量提升现金流以保证流动性。在流动性不足的情况下，企业需要减少多余的支出，增

加利润来缓解流动性压力。同时，通过缩短销售回款周期、外部清收欠款和处理多余资产等手段开源节流。
企业必须从经营的全过程维持适度现金流水平。

2． 建立健全流动性内部控制系统，完善风险责任体系

设立严格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建立全面的风险内部控制体系。一方面，要建立分工明确的组织机构和

严格统一的资金管理制度，明确企业各管理层对现金流量控制的责任和义务，选择经营与自身承受能力相匹

配的业务。另一方面，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督机制，将风险控制与监督贯彻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及时发

现企业在日常经营的各个环节中与现金流相关的异常情况。严格落实监督约束机制，明确监督部门的职责

及定位，在风险负责制的基础上对违规行为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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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pril 2018，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pinions on comprehensively promo-
ting comprehensive statistical work in the financial sector，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ata fragmentation and
weak correlation，a unified standard for basic statistical elements and a centralized and shared national financial bas-
ic database are proposed． As a coding technology unrelated to the data structure itself，metadata can effectively real-
ize the centralized sharing of various standard data，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alization of financial in-
dustry comprehensive statistic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cheme of metadata technology in China’
s financial industry comprehensive statistics by referring to domestic and foreign applied research and practical ex-
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the application scheme is evaluated by a case study of Jiangxi financial industry compre-
hensive statistics，the feasibility is demonstrated from the aspects of relevance，accuracy，timeliness and safety．

Key words: metadata technology; centralized shared; financial industry integrated statistics; basic financial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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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theory of liquidity risk management，this paper studi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mmercial
banks’liquidity risk in China’s economic 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onetary policy，asset securitization，

foreign exchange，and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and analyzes the new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new normal．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ime series model，the partial liquidity index is used to empirically measure the liquidity of
commercial bank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has a weak influence on liquidity，and
the non － performing loan ratio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iquidity of commercial banks． Commercial banks
should focus on the control of non － performing loan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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