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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信用损失法应用案例（二）

——不以内部评级体系为基础的简化方法

【例】乙银行是一家小型商业银行，业务类型覆盖对公

贷款、零售贷款等，尚未建立和实施内部评级体系。该银行

的对公贷款业务具有一定的历史数据积累，基本可在三年内

完成实际清收，违约贷款的平均处置周期为两年；零售贷款

业务的历史数据积累期间较短、数据样本量有限。

2020年 6月 28日，乙银行向某国内制造业企业发放 1000

万元对公贷款，约定两年后到期一次还本，每季度末月 20

日付息，年利率为 10%。在贷款发放时点，乙银行根据逾期

天数及贷款五级风险分类等相关因素，将该贷款划分为正常

类。2021 年 3月 28 日，因受外部事件影响和自身运营等原

因，该客户的信用风险有上升迹象，乙银行经评估将该客户

的上述贷款下调为关注类。

乙银行在未建立和实施内部评级体系的情况下，如何确

定上述对公贷款以及该行零售贷款的预期信用损失？

分析：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号，以下简称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的

规定，并结合自身管理水平以及历史数据积累等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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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银行对于对公贷款和零售贷款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采用

了不同的建模方法。对于对公贷款，其建模思路与大型商业

银行类似，即在基于共同信用风险特征进行风险分组并根据

信用风险变化及减值情况进行阶段划分的基础上，根据违约

概率、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敞口构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因缺乏内部评级信息，乙银行在估计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

等模型参数时采用了迁徙率等其他替代方法。对于信用卡等

零售贷款，因缺乏历史数据，难以分别对违约概率和违约损

失率建模，乙银行采用损失率法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具体方

法如下：

（一）对公贷款

1.采用迁徙率法估计违约概率（PD）

乙银行根据产品及授信额度将对公贷款进行风险分组

后，按照以下步骤得到各组违约概率：

步骤 1：根据逾期天数及贷款五级风险分类中相关定性

考虑因素，将每个组别细分为正常非逾期（1档）、正常逾

期（2档）、关注非逾期（3档）、关注逾期 0-30天（4档）、

关注逾期 30-60天（5档）、关注逾期 60-90天（6档）和不

良（7档）等风险组别。

步骤 2：以各季度初为期初时点，观察 12个月后拖欠状

态的变化情况，以此计算各风险组别之间的迁徙率和违约概

率。乙银行用 X1表示某风险组别期初状态为 1档的借款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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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用 X11、X12……X17分别表示该 X1位借款人 12个月后状

态为 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的借款人数

量，该风险组别期初的 1档借款人在 12个月后迁徙至 2档

的比率为 X12/X1（即为迁徙率）。类似地，X23/X2表示期初

为 2档、12个月后迁徙至 3档的迁徙率。乙银行按此计算出

该风险组别的迁徙率如下：

迁徙率
期末借款人数量（12个月后）

1档 2档 3档 4档 5档 6档 7档

期

初

1档 X11/X1 X12/X1 X13/X1 X14/X1 X15/X1 X16/X1 X17/X1

2档 X21/X2 X22/X2 X23/X2 X24/X2 X25/X2 X26/X2 X27/X2

3档 X31/X3 X32/X3 X33/X3 X34/X3 X35/X3 X36/X3 X37/X3

4档 X41/X4 X42/X4 X43/X4 X44/X4 X45/X4 X46/X4 X47/X4

5档 X51/X5 X52/X5 X53/X5 X54/X5 X55/X5 X56/X5 X57/X5

6档 X61/X6 X62/X6 X63/X6 X64/X6 X65/X6 X66/X6 X67/X6

7档 X71/X7 X72/X7 X73/X7 X74/X7 X75/X7 X76/X7 X77/X7

乙银行将“不良”（即 7档）定义为“违约”，因此，

对于期初为 1档的贷款，12个月违约概率为 X17/X1；对于期

初为 2档的贷款，12个月违约概率为 X27/X2；以此类推。

步骤 3：假定新发放贷款均为正常非逾期类（即 1档），

通过 1档借款人的违约概率计算正常非逾期类贷款的历史逐

年实际违约概率，即 PDs1=X17/X1。

步骤 4：通过分析，乙银行认为“分组贷款当年实际违约

概率（PDs1）/分组贷款历史实际违约概率平均值（PD 均）”

可反映宏观经济对其贷款组合的影响，将其定义为宏观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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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Z，并基于第三方软件通过遍历多元回归得到宏观影响

因子 Z与宏观经济指标的回归模型。

年度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分组贷款当年实

际违约概率 PDs1

（当年，%）

PDs1 PDs1 PDs1 PDs1 PDs1 PDs1 PDs1 PDs1 PDs1 PDs1

分组贷款历史实

际违约概率平均

值 PD 均（年初，%）

PD 均 PD 均 PD 均 PD 均 PD 均 PD 均 PD 均 PD 均 PD 均 PD 均

分组贷款当年实

际违约概率 /分

组贷款历史实际

违约概率平均值

（Z）

Z1 Z2 Z3 Z4 Z5 Z6 Z7 Z8 Z9 Z10

步骤 5：通过迁徙矩阵自乘的方法生成累计违约概率（例

如，N年期的累计违约概率通过迁徙矩阵 M 的 N次自乘的

方法生成），按照月度折算未来 12 个月的违约概率，并推

导得出整个存续期内违约概率。

以 2020 年 6 月 28 日向某制造业企业发放的 1000 万元

贷款为例，为获取正常非逾期类贷款的违约概率，按前述步

骤开展以下工作：

（1）将所有的对公客户分为 7档；

（2）分别计算每档客户的迁徙率。2020 年前两档的迁

徙情况如下：每 100个 1档客户中有 2个迁徙到 7档，从而

计算得出 2020 年正常非逾期类贷款的历史实际违约概率，

即 PDs1=X17/X1=2/100=2%；

（3）根据上述方法计算过去 10年正常非逾期类贷款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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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历史实际违约概率，并得到过去 10 年的历史实际违约

概率平均值（PD 均）为 2.5%。在此基础上，计算 2020 年的

宏观影响因子，即 Z10=PDs1/PD 均=2%/2.5%=0.8，并构建宏

观影响因子Z与宏观经济指标的回归模型以确定适当的宏观

经济指标及相关系数。具体模型如下：

�� = �1 ×���� +�2 ×����

（GDP为国内生产总值，PPI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2020 年 6月 30 日，乙银行根据上述信息计算该贷款的

违约概率如下：

��2020.6.30 = 1 − 1− 2%
min 12，24

�7 = 2%
2021 年 3月 28 日，该客户因受外部事件影响，信用风

险有上升迹象，乙银行将该笔贷款下调为关注类贷款，该评

级对应的未来 12 个月违约概率为 7%。2021年 3月 31日，

乙银行将该笔贷款调整为第二阶段，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

信用损失计提信用损失准备，此时该贷款剩余期限为 15 个

月，违约概率计算如下：

��2021.3.31 = 1 − 1 − 7%
15
�7 = 8.67%

按宏观经济情景进行前瞻性调整后的违约概率详见“4.

设置宏观经济情景及权重并进行前瞻性调整”部分。

实务中，对于缺失逾期信息的贷款，也可以依据贷款五

级风险分类信息，参照上述迁徙率的方法估计违约概率。

2.应用自身违约清收数据估计违约损失率（L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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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银行对公贷款业务有较好的违约清收数据积累，因此，

乙银行通过应用自身违约清收数据来构建违约损失率模型。

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根据产品类型、抵质押担保方式等维度将对公

贷款划分为不同的组别（即违约损失率分组）。

步骤 2：确定违约损失率的计算方法。乙银行对公贷款

基本在三年内完成实际清收，在计算违约损失率时乙银行将

回收期设置为三年，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违约损失率 =
违约风险敞口−∑ 回收现金流i

1+折现率
� +∑

直接成本i

1+折现率
�

违约风险敞口（EAD）

步骤 3：计算历史违约损失率。乙银行汇总了各年度已

完成处置的违约贷款风险敞口的损失数据（回收期超过三年

的全部视同完成处置），具体如下：

年度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当年已完成

处置的违约

贷款金额

EAD EAD EAD EAD EAD EAD EAD 不适用
*

对应的违约

损失金额
L3 L4 L5 L6 L7 L8 L9 不适用

违约损失率 LGD3 LGD4 LGD5 LGD6 LGD7 LGD8 LGD9 —

*由于乙银行违约贷款的平均处置周期为两年，在 2020年末，当年新增违

约贷款大部分尚未完成处置，因此，未将其纳入历史违约损失率的计算。

步骤 4：通过分析，乙银行认为按照上述方法得到的违

约损失率可反映当时宏观经济对其贷款组合的影响，因此，

将各年的违约损失率按照 Wilson 模型（详见附录）转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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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定义为当年的宏观影响因子 Z，即，Z=ln ( ���
1−��� )。

步骤 5：基于第三方软件通过遍历多元回归构建违约损

失率与宏观经济指标的回归模型，以确定适当的宏观经济指

标及相关系数。乙银行根据其实际情况，选取房地产价格、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广义货币供应（M2）增长作为影响违约

损失率的关键宏观经济指标变量构建回归模型。

以上述向某制造业企业发放的 1000万元抵押贷款为例，

在计算违约损失率时，乙银行首先根据贷款类型和抵质押担

保方式进行违约损失率分组。根据 2019 年已完成处置的违

约对公贷款的损失数据，乙银行计算得出 2019 年对公贷款

的实际违约损失率为 65%，通过Wilson模型转化得到宏观影

响因子 Z为 0.62。按宏观经济情景进行前瞻性调整后的违约

损失率详见“4. 设置宏观经济情景及权重并进行前瞻性调整”

部分。

实务中，贷款违约清收数据不足以建模的，也可以根据

“不良贷款处置实际损失金额/不良贷款处置金额”得到的

平均违约损失率简化估算违约损失率。其中：不良贷款处置

损失金额包括已核销贷款、批量转让损失、证券化损失及以

物抵债损失等。因清收样本量较小或个案回收率偏高或偏低

等原因导致采用前述方法估算的违约损失率明显不合理的，

可以参考金融监管机构给定的违约损失率或通过限制偏离

度等方式作出合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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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违约风险敞口（EAD）

对于贷款业务，乙银行根据预计未来违约时点的剩余本

息估计违约风险敞口。以上述向某制造业企业发放的 1000

万元对公贷款为例，2020 年 6月 30 日，经评估，乙银行将

未来 12个月的每个付息日（即每季度末月 20日）作为预计

未来违约时点。该贷款每季度末月 20 日的违约风险敞口计

算如下：

1000 × (1 + 10% × 3
12 ) = 1025（万元）

2021年 3月 31日，因受外部事件影响和自身运营等原

因，该客户的信用风险有上升迹象。经评估，乙银行认为该

贷款在剩余存续期内的预计违约时点仍为剩余存续期内的

每个付息日。

4.设置宏观经济情景及权重并进行前瞻性调整

根据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准则，预期信用损失计量需根据

对宏观经济的判断设置不同情景并确定相应的权重。

乙银行根据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含前瞻性信息）设定

了乐观、中性和悲观三种情景。同时，选用向量自回归模型

预测宏观经济指标，基于其残差正态性，获得该模型内所有

宏观经济指标变量在情景期内的模拟路径样本，从中选择符

合关键驱动核心变量变动趋势和取值路径附近的样本，将样

本均值作为不同情景下各宏观经济指标变量的取值，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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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业务情况调整得到各情景下的宏观经济指标预测值。然

后，将宏观经济指标预测值代入Wilson模型，计算得出三种

情景下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等参数的预测值（即经前瞻

性调整后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

以上述向某制造业企业发放的 1000万元对公贷款为例，

将房地产价格、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广义货币供应（M2）增

长的预测值代入 Wilson 模型得到其经前瞻性调整后的违约

概率。违约损失率的前瞻性调整类似。按照前述方法，2021

年 3 月 31 日，在乐观情景下，该客户经前瞻性调整后的整

个存续期内违约概率（PD）为 8.0%、违约损失率（LGD）

为 60%；在中性情景下，该客户经前瞻性调整后的整个存续

期内违约概率为 8.8%、违约损失率为 70%；在悲观情景下，

该客户经前瞻性调整后的整个存续期内违约概率为 9.2%、违

约损失率为 80%。

实务中，企业经评估后，认为外部权威预测能够代表本

企业在中性情景下对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的，也可以基于该

权威预测数据进行上述估计。

乙银行综合考虑资产组合的历史损失分布、过去一段时

期宏观经济因子的最好、最差和平均水平及波动率、对未来

一年内经济走势的预期、过去一段时期主要社会事件对宏观

经济的影响程度及相关事件预计对未来的持续影响、行业内

主要机构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等因素后，将乐观、中性和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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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三种宏观经济情景的权重（wi）分别设置为 20%、60%和

20%。

5.计算按宏观经济情景加权后的预期信用损失

乙银行按以下方法计算按宏观经济情景加权的预期信

用损失：

���加权 =
�=1

�

��� × ���� ×���×�� ×���×���

其中：wi为各情景权重，信用转换系数 CCF仅适用于表

外信贷业务。

以上述向某制造业企业发放的 1 000万元对公贷款为例，

2021 年 3月 31日，各宏观经济情景下的预期信用损失计算

如下：

乐观情景：

ECL = 8% × 60% × 1025/ 1 + 10%
15
12 = 43.7 万元

中性情景：

ECL = 8.8% × 70% × 1025/ 1 + 10%
15
12 = 56 万元

悲观情景：

ECL = 9.2% × 80% × 1025/ 1 + 10%
15
12 = 67 万元

ECL加权 = 43.7 × 20%+ 56 × 60%+ 67 × 20% = 55.7 万元

（二）零售贷款

1.运用损失率法计量预期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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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零售贷款，因缺少历史违约数据等原因，乙银行采

用损失率法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 1：根据逾期天数将零售贷款分成不同的组别。

步骤 2：对每一组别，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历年零售贷款

的损失率。

步骤 3：通过分析，乙银行认为“敞口当年实际损失金

额（LR）/敞口年初余额（BAL）”可反映当年宏观经济对

其贷款组合的影响，并将其定义为宏观影响因子 Z。乙银行

按此计算出 2011年至 2020年各年的宏观影响因子 Z。

步骤 4：选取相应宏观经济指标。

乙银行将 2011年至 2020年的宏观影响因子 Z与国内生

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PPI）和房地产价格指数（HPI）等宏观经济指标

进行相关性分析及回归分析，得到宏观影响因子 Z与 GDP、

HPI 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B1、B2，与

CPI、PPI相关关系不显著，由此得到宏观影响因子与宏观经

济指标的回归模型如下：

�� = �1 ×���� +�2 ×����

步骤 5：宏观经济情景设置及预期信用损失计算。

乙银行通过对标外部经济因子预测值及内部专家判断，

设定在不同经济情景下相应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值（其中包

括国内生产总值、房地产价格指数在未来一年的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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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银行将预测值代入上述公式得到宏观影响因子Z在未

来一年的预测值，并应用 Wilson 模型将宏观影响因子 Z 与

历史长期损失率相结合，得到每个组别未来一年的预期信用

损失比例，用以计算预期信用损失金额。

2.具体应用

以信用卡贷款为例，乙银行将其分成“未逾期”、“逾

期 30天以内”、“逾期 30-60天”等组别。对“逾期 30天”

的组别，计算 2020 年信用卡贷款的损失率，通过“敞口当

年实际损失金额（LR）/敞口年初余额（BAL）”计算得到

2020年的宏观影响因子 Z为 4%。乙银行分别将乐观、中性

和悲观三个情景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房地产价格指数

（HPI）的未来一年的预测值代入下列模型得到宏观影响因

子未来一年的预测值。然后，再应用Wilson模型得到乐观、

中性和悲观情景下未来一年的预期信用损失比例分别为

3.5%、4.5%和 6%。

�� = �1 ×���� +�2 ×����

乙银行按照乐观、中性和悲观情景的权重（分别为 20%、

60%和 20%）进行加权，得出未来一年的预期信用损失比例

为 4.6%，用以计算该组别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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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Wilson及Merton-Vasicek模型简介

（一） Wilson 模型

基于Wilson模型构建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主要是通过建

立贷款违约水平与宏观经济指标变动的关联和 Wilson 模型

转化（包括数量变换和反向变换）而得到预期信用损失计量

所需的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等风险参数的预测值。在该模

型下，历史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等数据先经数量变换后，

分别建立其与历史宏观经济指标的回归模型，然后再将不同

宏观经济情景下的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值代入前述回归模

型，将得到的结果进行反向变换，从而得到不同情景下违约

概率和违约损失率的预测值，是较为实用的模型方法。

以违约概率为例，Wilson模型的使用步骤如下：

步骤 1：将历史违约概率���进行Wilson模型转化（即

数量变换）。变换公式如下：

Q = ln
���

1 −���

步骤 2：建立违约概率与宏观经济指标的回归模型，以

确定相关的宏观经济指标及相关系数：

Q = b +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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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宏观经济指标的回归系数；��为宏观经济指

标；b为常数；n一般大于等于 2。

步骤 3：将宏观经济指标预测值代入回归方程，得出 Q

的预测值，通过反向变换得到违约概率的预测值。变换公式

如下：

��预测 =
1

1 + �−�预测

（二） Merton-Vasicek 模型

Merton-Vasicek模型源于Merton模型。Merton模型的核

心思想为企业违约概率与其资产价格相关，通过计算企业的

违约距离（Distance-to-Default）在正态分布下的位置，预测

其违约概率。而 Vasicek在Merton 模型的基础上，借助了渐

进单风险因子（ASRF）模型的方法论，假设银行资产的信

用风险受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是债务人自身的特质性风险，

另一方面是系统性风险（宏观影响因子）。银行将 Merton-

Vasicek模型用于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时，通常做法是基于模型

假设建立宏观影响因子 Z与宏观经济指标的关联，将宏观经

济指标变动的影响传导至 Z因子，并最终体现为企业的预期

违约率。

对于特定资产组合M，假定该组合内任意借款人的资产

价值与另一借款人资产价值的相关性系数为 R1，某项资产价

1Vasicek 证明，若资产组合内任意借款人资产价值与另一借款人资产价值的相关性为 R，且

资产价值符合正态分布时，则资产价值或者还款能力 Y 可表示为上述等式, 即 Y=√R



15

值的对数收益或者某借款人的偿还能力为 Y，则：

� = ��+ 1−��
其中：�为宏观影响因子；�为债务人的特质性风险；

假设�和�独立且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0,�1
2)

�~�(0,�2
2)

�~�(0,��1
2 + 1 −� �2

2)

若违约概率（PD）为借款人的偿还能力低于违约阈值 c

的可能性，则：

PD = Pr � ≤ � = �� ��+ 1 −�� ≤ � = Ф(�)

因此，违约阈值 c = Ф−1(��)。可使用历史平均违约

概率PD� �������来描述该资产组合的违约阈值，反映其历史长期违

约水平。即：c = Ф−1(PD� ������� )

基于不同的系统性风险，即宏观影响因子 Z，可得到对

应的违约概率：

PD� = Pr � ≤ �|� = �

= Pr �� + 1−�� ≤ �

= Pr � ≤
� − ��
1−�

= Ф(
� − ��
1 −�

)

Z+√(1-R)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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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长期平均违约概率趋向违约概率

期望值，因此：

PD� = Ф(
Ф−1(PD� ������� ) − ��

1 −�
)

令 Z等于��,可得到违约概率（PD）及宏观影响因子（Z）

的时间序列函数:

��� = Ф(
Ф−� PD� ������� − � ×��

1 −�
)

�� =
Ф−1 ��� ��������� − 1−� ×Ф−1 ���

�
据此，可构建违约概率（PD）与宏观影响因子 Z的关系，

并纳入前瞻性因素。其中，R为相关性系数，计算公式可参

见《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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