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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金融业标准化建设，推动债券市场和评级行业

更加规范化发展 

 

作者：联合资信    夏妍妍 刘艳   

近日，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金融

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

了“十三五”金融业标准化工作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重点工程等方面内

容。《规划》提出了金融业标准化工作的四项主要任务：建立新型金融业标准

体系、强化金融业标准实施、建立金融业标准监督评估体系以及持续推进金融

国际标准化。其中，明确了建立新型金融业标准体系，应全面覆盖金融产品与

服务、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统计、金融监管与风险防控等领域。 

作为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监管层的积极推动下，近年来我国

债券市场发展迅速，相关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形成了期限、品种、收益相对较

完整的体系，参与主体和交易品种也更趋多元化，债券市场直接融资功能得到

更好发挥。但与此同时，我国债券市场和评级行业在统一监管、标准化体系建

设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缺陷，客观上阻碍了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随着

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各方面的标准化建设及其与国际接轨

显得尤为重要。在监管层加强金融业标准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债券市场和评

级行业的相关标准体系有望得到进一步优化，相关体制机制将逐步完善。 

 

第一，统一监管标准和发行制度，建立联合检查机制。 

我国债券市场长期分割，面临多头归口管理的局面，人民银行、交易商协

会、证监会、发改委、保监会分别对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的相关

参与方实施不同的监管。多头监管降低了债券市场监管效能，应进一步加强交

易所债券市场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互通、互联，促进统一的债券市场形成；统一

监管标准，各监管机构应规范现场检查工作流程，统一工作底稿和处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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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监管行为的规范性和一致性；统一发行制度，目前我国债券市场不同债券

品种分别采取注册制、备案制和核准制发行方式，应进一步推广和完善债券发

行注册制，统筹协调债券发行管理规则和制度安排，促进债市市场化发展；加

强监管部门合作性功能监管，完善“人行－各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多层次的

监管体系，各监管部门建立联合检查机制，协调配合，提升监管的效率和一致

性，最终实现监管统一化和标准化。 

 

第二，搭建和完善监管信息平台和量化分析工具，推进信息报送标准化建设。 

监管机构可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建立健全监管信息平台，对

数据与信息进行汇总、加工、处理，实现信息共享。在此基础上，明确各监管

部门的具体分工，避免多头报送、重复报送，同时运用可靠的量化分析工具、

数据比对系统和风险监测预警模型进行统计分析，通过自动化监控系统的运用

在节约人力成本的同时提高监管的及时性和全面性。 

 

第三，开展相关债券产品界定等标准化工作。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创新产品频出，绿色债券发展速度加快，创新创业

债券、社会效应债券等新品种相继发行。债券产品的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债

券市场产品体系，但界定及信息披露等相关内容的不明确或不统一降低了市场

效率。以绿色债券为例，目前我国绿色债券缺乏统一的认定标准和市场准则，

信息披露原则和内容还未统一和标准化，第三方认证评估体系和方法缺乏规范

性和统一性。为更好地规范绿色债券等创新产品的发展，避免给发行人和投资

者带来混淆和困扰，建议监管层统一绿色债券及主要创新债券品种的界定标准

及相关内容，也为政策激励及后期管理等工作的开展确立基础。 

 

第四，推动配套金融基础设施与国际接轨，推进金融标准国际化。 

当前我国债券市场存在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及政策与国际通行标准存在差

异，如法律、会计、税收、评级等方面，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债券市场的开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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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我国债券市场

开放化程度将不断加深，在此背景下，建议监管层完善相关标准或采取相应的

制度安排推动配套金融基础设施与国际标准接轨，为金融业双向开放创造良好

条件。与此同时，还应积极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争取主导一些国际标准的研

制。如 2016 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发行市场，发行规模约占全球发

行总规模的 30%以上，应当利用巨大的市场优势积极参与绿色债券相关的国际

规则制定，增强国际话语权。 

 

第五，进一步明确违约定义、评级机构收费标准等，强化管理。 

目前，我国信用评级机构之间级别竞争、收费标准竞争激烈，债券市场出

现评级虚高的现象，建议统一评级机构的最低收费标准，同时规定评级机构收

费价格不得低于其成本，以避免评级业务中出现不正当竞争和低价倾销行为。

此外，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和结构调整的深化，我国债券市场违约事件日趋常

态化，而监管机构目前还没有对发行主体和债项的违约定义予以规范，交叉违

约、选择性违约等概念也未明确，客观上限制了违约率的统计，应当将违约相

关概念及统计方法进一步明确和标准化。 

实践证明，债券市场的标准化建设在金融系统互联互通、规范管理中发挥

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为金融业健康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规划》统筹

和部署“十三五”金融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工作的背景下，债券市场应从监管、

信息报送、产品界定、配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评级机构收费和违约定义等方

面进一步完善，以此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和评级行业更加规范化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