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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金融风险传导防范方法略谈
陈 坚

（天津市天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天津 300270）
摘 要：区域金融风险具有较大的联动性和传染性特征，能够在金融部门以及其它等有关部门之间持续传染，从而导致这些部门、行

业等受到损失。研究区域金融风险传导机制，并提出针对性的防范策略，能够促进金融行业的持续发展，并带动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基

于此，文章就从这一视角进行了分析，介绍区域金融风险的类型，分析区域金融风险传导的路径，并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的完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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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金融风险的含义与类型
1.1 区域金融风险的含义
区域金融风险指的是以区域为载体而产生的金融风险，也就是

某个经济区域内部金融产业出现的金融风险。由于区域内部的各企

业、各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性，所以一旦发生金融风险很容易

出现传染，如果无法及时对小范围内的金融风险进行治理，那么很

容易波及到其它的企业或者行业，从而出现系统性区域金融风险。

因此，对区域金融风险进行科学防范十分关键。

1.2 区域金融风险的类型
区域金融风险是一个综合性的风险概念，其包括多方面的内

容，如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等，不同的风险所造成的损

失不同。

第一，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金融机构普遍面临的风险，对这一

风险进行解决十分重要。现有情况下我国很多商业银行都有高比例

的不良资产，这会影响其信贷资产的质量。而区域中的其它金融机

构，如投资公司、信托公司等，在持续发展中开发了多种业务，如投

资、运营贷款、存款等，还开展证券交易以及证券经营等业务，这些

机构之间的不良竞争以及违规运营等，会增加不良资产的比例，也

会对区域中其它的投资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带来

冲击，导致市场中的良性秩序被破坏，加剧金融风险。并且当前我国

还有一些保险机构会借助于保单套取社会资金、财政资金等，也增

加了区域内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

第二，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金融风险指的是金融机构无力为资

产的增加或者负债的减少提供融资而可能造成的损失。当前随着我

国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我国传统商业银行面临着更大的冲击，

很多商业银行为了提升发展效果，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挑战，开始向

高风险领域开发业务，加剧了自身的风险。加之受制于市场形势的

影响，我国很多国有企业陷入到发展困境中，也导致商业银行不良

资产的比例不断提升，其资产流动性不断降低。这种情况很容易传

导给其它地区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或者银行机构等，也容易引发系统

性的区域金融风险。

第三，市场风险。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证券市场

涌现出了权证交易、证券交易中心、产权交易中心等机构。而当前我

国这方面的政策并不完善，且政府对行业的管理并不完备，这会导

致证券市场运行中面临较大的问题，甚至会出现企业与金融机构变

相集资、乱集资的情况，到期无法及时兑付，从而引发挤兑风险，为

区域金融风险的产生提供了契机。

2 区域金融风险的传导路径
2.1 金融部门之间的传导
不同金融部门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这些部门之间会出现风险

传导的情况，如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与影子银行之间所出现的风

险传导；金融市场与政府债券市场、外汇市场等之间的风险传导等。

目前，随着我国银信、银保以及银基等合作的日益加深，市场形势更

为复杂，如果某一个金融市场出现了局部或者单个金融风险，那么

就很容易产生区域性金融风险。根据实践情况可知，我国很多银行

的同业非标准化资产业务都是产生于债券、房地产等行业，采用打

包处理的形式，使其游离于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之间，这

会导致金融风险的持续蔓延。虽然随着国家出台“资管新规”，多个

地区都开始对金融市场进行整改，但是一些金融机构采用资金池运

作模式开发各种各样的通道业务，投资限制行业、多层嵌套等，暴露

了底层资产，这很可能会导致证券机构、银行等面临损失。

2.2 实体经济传导
实体经济传导也是区域金融风险较为重要的传导路径，如因为

受到政策、疫情等各种原因的影响，我国房地产行业出现了萎靡状

况，其不景气很容易导致商业银行面临较大的信贷风险。房产是很

多购房者的贷款抵押品，在银行机构中，这一贷款的比重较大，如果

房屋销量持续下降，那么房价就会下降，尤其是在这个时期出现利

率上升的情况，一些借款人就难以及时偿还贷款，甚至会出现断供

的情况，这样金融机构不得不对抵押房产进行处置，需要承担信用

风险。这种风险会持续传染给区域中其它的企业、机构等，从而出现

区域性的金融风险。

2.3 地方政府债务传导
在日常发展中，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转嫁方法通常是区域

中的银行机构承担其不良债务，这样虽然能够帮助地方政府降低风

险，但是会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的下降，严重的话还会出现违约

风险。且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这

也会导致区域金融风险的产生，如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会带来通货膨

胀风险，这就会出现资产价格泡沫的情况；而投资期限错配则会使

中期融资模式面临较大的流动性风险，产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也会

增加不良贷款的风险。

3 区域金融风险的防范策略
3.1 构建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
金融市场体系是金融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构建科学的金

融市场体系，才能够为金融行业发展明确方向，规范行业行为。在区

域金融中银行机构会通过信贷机制与其它的机构相联系，因此其在

金融风险传递过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应当通过完善的金融市场

体系对银行机构的行为进行约束，降低区域金融风险的发生概率。

而在区域银行机构内部，资产质量问题关系到银行的流动性，所以

应当在资产质量管理上下功夫，不断提升信贷品质，对金融风险进

行全面管控。要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从贷前、贷中、贷后进行持续

监控，将风险扼杀在摇篮中。区域政府也应当加强区域金融机构的

调控与监管，制定适用于行业发展的市场监督机制，并鼓励金融机

构借助于票据市场、资本市场等实现资金融通，持续降低区域金融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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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做好资金支持
区域金融风险防范是一项系统化的工作，离不开大量资金的运

用，而现有情况下我国很多区域都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受制于

这一因素的影响区域金融风险防范力度不断降低。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应当扩大资金筹集渠道，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采用

弹性预算的方式在区域政府预算项目中列入区域金融风险防范资

金一栏。要提前对有关的数据信息进行搜集和处理，并提前编制预

算，确保预算较为合理，使财政预算发挥更好的作用；其二，在区域

政府所发放的信贷中专门设置专项贷款，推动各种金融政策的有效

实施。特别是要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设定更多的优惠政策，采用适度

倾斜的信贷政策；其三，采取其它方式拓展区域资金筹集渠道。如通

过各种措施获得行业协会、企业等的资金支持。通过这些方式，能够

增加区域金融风险防范的资金，使区域金融风险得到有效防范。

3.3 实施针对性的金融政策
现有情况下，我国各个地区所采用的金融政策基本是一样的，

国家并没有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设定针对性的金融政策，这导

致区域经济发展受到了不利影响，难以实现多元化发展，甚至会为

区域经济发展带来障碍。所以，政府应当摒弃原有的思想观念，实施

有差别、针对性的金融政策。首先，在区域内制定柔性的货币供应量

政策。虽然我国央行统一负责国家国币的制定与发行工作，能够避

免各个地区出现货币混乱的情况，但是也导致货币政策不符合很多

地区的现实情况，为区域金融风险的产生带来了可能。对此，金融市

场应当科学选用金融工具，巧妙调控货币供应量，政府要根据区域

的现实情况制定针对性的金融政策，以有效的政策环节市场风险。

因为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资金需求量也有较大的差

异，所以更加凸显出针对性金融政策的重要性。如我国东部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有较强的资金凝聚力，所以可以提升这一地区的

货币管理技术，以更好地对其货币流通进行管理，并适度提升该地

区的存款准备金率，更好地对区域金融风险进行管理。而中西部地

区基础建设滞后，需要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所以可以适当调低

这些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其次，制定柔性利率调节政策。区域利率

政策会直接对区域投资带来影响，通过柔性利率政策的制定，能够

降低投资风险，不过应当避免出现资金炒作的情况。最后，制定柔性

汇率调节制度，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整体水平较东部偏低，劳

动力更为廉价，所以可以在这些地区制定进出口优惠税率政策，降

低这两个区域的汇率波动风险，为区域经济的更好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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