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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办法及数据报送 

【问题1】请问《期货风险管理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

办法（试行）》（以下称《管理办法》）中关于过渡期的安

排，具体如何执行？ 

答：《管理办法》于 2021年 12月 24日正式发布实施，

并对风险控制指标标准设置阶梯式过渡期，各类指标在各时

间段内，实际执行的规定标准和预警标准如下表所示： 

日期 指标类型 净资本 风险覆盖率 净资本/净资产 流动性覆盖率 

2021.12.24-

2022.12.23 

规定标准 / / / / 

预警标准 / / / / 

2022.12.24-

2023.12.23 

规定标准 8000万 80% 16% 80% 

预警标准 9600万 96% 19.2% 96% 

2023.12.24

及以后 

规定标准 1亿 100% 20% 100% 

预警标准 1.2亿 120% 24% 120% 

 

【问题2】关于各项风险控制指标的规定标准，是否只

要在每月计算填报时满足就可以？ 

答：不是。公司应当建立与风险控制指标相适应的内部

控制制度及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动态的风险监控和资本补充

机制，确保各项风险控制指标持续符合标准。 

 

【问题3】《管理办法》要求风险管理公司经营管理主

要负责人、财务负责人、风险管理负责人对风险控制指标报

表签署确认意见，可以以公司系统审批流程的意见作为确认

意见吗？需要将签署确认意见的文件上传 XBRL 系统吗？ 

答：签署确认意见的形式包括纸质或电子形式，电子形



 

2 

式可以为 OA流程审批意见、邮件确认意见等。签署确认意

见的相关文件公司应当存档备查，无需上传 XBRL系统。 

 

【问题4】XBRL 填报，没有数值的单元格，填数字 0 还

是不填？ 

答：报表中公司业务不涉及的项目应为空值；公司涉及

的项目，经计算结果为 0，需要填数字 0。 

举例说明，若公司没有备案或已备案但未开展做市业务，

则在填报风险资本准备计算表时，行次 3和 29，做市业务的

市场风险资本准备、操作风险资本准备对应的余额应为空值；

若公司开展了做市业务，但经计算，做市业务的市场风险资

本准备、操作风险资本准备均为 0，则行次 3和 29需要填 0。 

 

二、净资本 

（一）货币资金 

【问题5】货币资金中，存放于本集团财务公司的货币

资金在哪一行填列？  

答：财务公司不是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本集团

财务公司属于关联方，因此存放在本集团财务公司的货币资

金，在“货币资金-其他关联方”一行填列。 

 

【问题6】我司期货保证金账户在其他应收款科目进行

核算，对于保证金账户中“未被占用”的资金部分，是否需

要填列在“货币资金”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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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计算净资本时，公司证券账户和期货账户的可用资

金余额均不扣减。这部分金额，若公司财务记账记在其他应

收款等科目，在计算净资本时，也可填列在净资本计算表“货

币资金”项下。 

 

【问题7】部分履约保证金在财务报表的“货币资金”列

示，如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的保证金记在货币资金科目余额中，

则计算净资本的“货币资金”是否需要剔除此类履约保证金

后填列？  

答：这部分金额通过净资本计算表“履约保证金”项目

扣除，不需要在“货币资金”科目中剔除。 

 

（二）履约保证金 

【问题8】银行低风险授信借款类，履约保证金是按实

际借款金额填写计算还是按已质押存单全部金额计算？开

立银行承兑汇票产生的资金冻结，是否指敞口保证金？ 

答：指实际产生的资金冻结金额。 

 

【问题9】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已经计入履约保证金，

是否还需计入“所有权受限等无法变现的资产”？ 

答：不需要，“履约保证金”和“所有权受限等无法变

现的资产”不重复计算。 

 

（三）进项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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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0】计算进项税调整时，是否需要考虑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  

答：不需要。 

 

（四）其他项目 

【问题11】净资本计算表中的资产类项目，是否涵盖资

产负债表中所有资产项目？其他资本扣除项目中，是否包括

存货、其他应收款等？ 

答：计算净资本时，不是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资产类科

目都要扣减，且同一项资产类科目不会重复扣减。其他资本

扣除项目不包括持有的商品存货、其他应收预付款等。 

 

（五）或有负债 

【问题12】对于未决诉讼、未决仲裁原告即权利方（可

能根据未来判决结果收到被告赔偿）在计算风险指标时是否

计入或有负债？关于未决诉讼、未决仲裁等或有事项可能发

生的损失和预计损失，是由公司自行进行报送还是需要参考

中立第三方的意见？ 

答：公司应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确认或有负债。 

 

三、风险资本准备 

（一）市场风险资本准备 

1.试点业务以外的业务归类 

【问题13】风险管理公司的对外投资事项，是否应当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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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表 2 风险管理公司风险资本准备计算表”中的行 7“其

他业务”口径计算？在计算市场风险资本准备时，公司自有

资金购买股票、银行理财、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等资管产品及

期货盘面套利等交易的数据在哪里填报？ 

答：股权投资，应在净资本中扣除，不在风险资本准备

中重复计算；股票投资、银行理财、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期

货盘面套利等，归入“其他业务”计算市场风险资本准备。 

 

【问题14】做市业务是否只包括批准的做市账户的交

易业务，公司对于做市交易开展的测试交易应归入哪类业务

进行计算？  

答：只有正式取得该品种的做市资格且品种上市后，做

市账户的交易才归入做市业务填报，其他情况归入其他业务

填报。 

 

2.抵消原则（轧差、基差价差风险、保证金优惠组合） 

【问题15】关于市场风险资本准备计算，若单一品种同

时涉及基差贸易、场外衍生品，并实现相互对冲，填写时是

否可只选取场外衍生品业务并填列对冲后的结果？  

答：不可以。计算市场风险时，应按业务类别分别计算，

不同业务之间不得进行轧差。 

 

【问题16】螺纹钢非标现货和螺纹钢期货合约，这组属

于单一品种还是多品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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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期货和非标现货是否属于同品种，由公司根据相关

性、品质差异、行业共识等认定，需有充分理由。 

 

【问题17】在编制“市场风险资本准备计算表”时，同

一对冲组合内跨品种的基差风险应如何处理？例如，焦炭、

铁矿石、螺纹钢做组合套利时，是否应计算其基差价差风险？

计算时，风险系数是否取品种中的最大值？  

答：第一步，应判断组合内的不同品种是否满足“为对

冲目的而持有，且过去一年价格相关系数不低于 95%”的条

件，若满足，则多空轧差后，在计算基差价差风险时，基差

价差风险系数取品种中的最大值；若不满足，则不进行轧差，

无需计算基差价差风险，进行下一步判断。 

第二步，判断该组合是否为交易所保证金优惠组合，若

是，取单边 Delta风险值的较大值作为组合整体的 Delta风险

值；若不是，按照其他多品种组合计算，可以按权重分别计

算单一品种，也可将组合视为整体计算，风险系数取组合内

各品种风险系数的最高值。 

 

3.商品类项下的商品和存货 

【问题18】计算市场风险的时候，商品现货是归入 21 行

“商品类”还是 27 行“存货”？  

答：既要归入 21行“商品类”，又要归入 27行“存货”。

21行“商品类”，计算商品现货和对冲头寸轧差后的敞口风

险；27行“存货”，以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账面价值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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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进行计算。 

 

【问题19】在计算商品类资产的市场风险时，是否包括

用于冲抵场内保证金的标准仓单？ 

答：包括，公司承担市场价格变动风险的商品类资产均

需要计算市场风险资本准备。 

 

【问题20】在抵消原则的情况下，现货库存按标准套保

率进行完全套保的，是否可以不用再计算敞口风险值？  

答：需要计算，根据计算说明的公式，若计算结果为 0，

则在报表中填 0。 

 

【问题21】在计算套保资产敞口金额时，套保标的为含

税价且计划现货交割，等到邻近交割日时，因故未实际交割

的情况怎么处理？  

答：不确定未来是否交割的，按无现货交割的情况计算

敞口金额；计划将来要交割的，按照有现货交割的情况进行

计算，若到交割日时因故未实际交割，公司需留存相关说明

及材料。 

 

4.股票、股指、理财产品等 

【问题22】在编制“市场风险资本准备计算表”时，若

同一对冲组合内涉及不同的资产类别，如对冲组合双边分别

为 300ETF 期权和 300ETF，是否分别归入行次 16（沪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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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三大综合指数）和行次 36（沪深交易所三大综合指数基

金）填报？敞口金额如何对冲轧差？ 

答：符合“已对冲风险”条件的资产组合，选择风险系

数高的资产类别，计算多空轧差后的敞口风险。本题中行次

16 和行次 36 风险系数相同，可以填报在被对冲资产所属行

次。 

 

【问题23】公司购买的商业银行或银行理财子公司发

行的产品，如何判断是否为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  

答：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的认定，以银保监会相关规定

（《关于规范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

保监发〔2021〕20号）为准。 

 

5.希腊值 

【问题24】期货、远期，以利率为标的的场外期权，如

何计算敞口金额（Delta 金额）、Gamma 风险值、Vega 风险

值？  

答：股票、期货、远期、理财产品等线性结构的金融资

产或衍生品，敞口金额为基于当日收盘价计算的市值（名义

金额），Gamma风险值、Vega风险值为 0。 

利率类衍生品中，如挂钩标的为利率，敞口金额为 DV01

金额净额的绝对值，如挂钩标的为债券，也可以按照债券市

值计算 Delta金额净额的绝对值。Gamma风险值、Vega风险

值可视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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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5】计算 Vega 风险值时，规定基础资产年波动

率采用标的的历史波动率，采用“对数价格变动法”（同 Wind 

OVA）进行估值，是否可以用同花顺的计算结果？ 

在计算希腊值（Delta 金额、Gamma 金额、Vega 金额）

时，是否需要也使用相同的历史波动率？ 

答：为保证行业数据的可比性，计算 Vega风险值的 基

础资产年波动率，需为采用“对数价格变动法”计算的历史

波动率。 

公司在计算希腊值时，采用日常风控使用的波动率即可。

如发现严重偏离行业均值，将需要公司提供合理说明。 

 

【问题26】关于 Vega 风险值，假设基础资产历史波动

率为 30%，1%隐含波动率带来的 Vega 损益为 1000，那么

Vega 风险值如何计算？  

答：Vega 为每 1 个隐含波动率变化带来的 Vega 损益，

在本例中，Vega风险值即为计算 7.5个隐含波动率变化带来

的 Vega损益。 

Vega 风险值=∣△Sigma×Vega∣＝25％×基础资产年

波动率×∣Vega∣×100=25%×30%×1000×100=7500。 

 

（二）信用风险资本准备 

【问题27】自主对冲交易中，当其中一部分交易对手方

为交易所时，是否需要考虑信用风险？  

答：公司进行场内证券、期货交易时，不需要计算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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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交易所的信用风险。如交易对手方为协会认定的、具有

集中清算和担保交收的场外清算平台（如上海清算所），按

“金融机构Ⅰ”类别计算交易对手风险权重；如为其他现货

交易平台，按“其他”类别计算交易对手风险权重。 

 

【问题28】“已计提坏账准备的客户违约情况，不再计

提信用风险准备”。客户某笔应收款中的 30%已计提坏账，

这笔应收款不需要计算信用风险资本准备，还是指已计提部

分不计算，剩余 70%部分继续计算信用风险？ 

答：已计提坏账准备部分无需计算，剩余 70%未计提坏

账准备部分仍需要计算信用风险。 

 

【问题29】计算违约风险暴露时，客户的盯市价值 V 是

否区分（买卖）正负？ 

答：区分。 

 

【问题30】关于潜在风险暴露，假设如下情景：针对同

一个品种，一个客户有买看涨期权、卖看跌期权组合。如何

计算 PFE？计算 PFE1时,买入香草期权的极端损失额为什么

不是权利金？ 

答：第一步，首先计算 PFE1。对手方买入看涨期权，因

为权利金在计算期末结存 C时已经考虑，避免重复计算，所

以此时极端损失额为 0。对手方卖出看跌期权，不考虑负价

格情况，当标的资产价格为 0 时，对手方产生最大损失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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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执行价格×数量×年化系数×参与率。因此，组合

的 PFE1=0+X=X。第二步，根据公式计算 PFE2=Y。则组合

PFE=Min（X，Y）。 

 

【问题31】市场风险资本准备中 Gamma 金额是站在填

报方的立场填写数据，信用风险准备中计算 PFE2的 Gamma

金额是站在客户方的立场填报数据，这两个值正好是相反值

吗？  

答：不是。市场风险资本准备中的 Gamma 金额，是在

风险管理公司的角度，同一业务项下的、符合已对冲风险条

件的资产组合，可轧差计算。信用风险资本准备中 PFE2 的

Gamma金额，是在场外衍生品业务对手方的角度，同一交易

对手方的单一净额结算组内、标的为同品种的合约，可轧差

计算。此外，若公司存在两套不同波动率分别计算风控指标

和客户持仓价值，则两个Gamma金额的计算参数也不一样。 

 

【问题32】计算仓单质押信用风险时，仓储费用、增值

税等其他费用是实际产生的还是合同期内可能产生的？  

答：计算仓单质押信用风险中的其他应收款项，指已实

际产生、客户应付未付的仓储费、增值税等各项金额。 

 

【问题33】财务报表中，其他应收款项中包含了暂估进

项税和留抵进项税，这部分是否需要计算信用风险？  

答：不需要。暂估进项税和进项税留抵金额已在计算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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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时考虑，不在信用风险中重复计算。 

 

（三）操作风险资本准备 

【问题34】计算操作风险时，若公司近三年中某一年的

整体净收入为负，是否直接剔除该年数据，只计算其他两年

的业务净收入均值？ 

答：不是。净收入以业务类别为计算单位。若某项业务

近三年中某一年的业务收入为负，则以该项业务其它两年的

净收入均值为基础，计算该业务的操作风险资本准备。举例

说明如下： 

业务类型 
第一年 

净收入 

第二年 

净收入 

第三年 

净收入 
操作风险资本准备 

场外衍生品业务 -10 10 30 =（10+30）÷2×18%=3.6 

做市业务 10 10 10 =（10+10+10）÷3×18%=1.8 

基差贸易、仓单服务、合作套保 -20 -10 20 =20×18%=3.6 

其他业务 0 0 10 =10×20%=2 

公司整体 -20 10 70 =3.6+1.8+3.6+2=11 

 

【问题35】各项业务净收入取近三个完整自然年度的

该项业务净收入的算数平均值，若公司成立不满三年，如何

取值？ 

答：公司设立不满三年，取已有年度的数据。举例说明，

如某公司于 2020年 3月设立，在计算 2022年各月的操作风

险资本准备时，各项业务的操作风险资本准备为该公司 2021

年、2020年的该业务净收入剔除负值后的平均值再乘以风险

系数；如某公司于 2022年设立，则 2022年各月操作风险资

本准备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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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6】在同一个自然年度内，各月计提的操作风险

资本准备数值是否都是一样的？ 

答：一般情况下是一样的。但若公司年度财务报告经审

计后，相关项目发生调整的，以调整后的数据为基础计提操

作风险资本准备；审计前已完成报送的报表无需调整。 

 

【问题37】现货交易平台资金活期存款利息，可以归入

基差贸易净收入公式中的“利息收入”吗？  

答：取决于是否与基差贸易业务相关。 

 

【问题38】在计算操作风险时，交易所支付的奖励、补

贴或手续费返还、减免等及相关税费计入哪一类业务？  

答：其他业务类别。 

 

【问题39】公司整体净收入是否就是利润表利润总额+

管理费用？ 

答：是的。 

 

四、流动性覆盖率 

（一）优质流动性资产 

【问题40】期货保证金账户中“未被占用”的可用资金

部分，是否可以计入优质流动性资产中的“货币资金”类别？ 

答：优质流动性资产中的“货币资金”取值与净资本计

算表中保持一致。期货保证金账户中“未被占用”的可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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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部分可以计入优质流动性资产，持仓占用的保证金应计入

已冻结或质押的部分予以扣除。 

 

【问题41】“优质流动性资产”项下的“固收类资产”

中的“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国开债”是否包括在证券二级

市场购买的国债逆回购？  

答：不包括。30 日内到期的国债逆回购计入未来 30 日

现金流入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问题42】交易所标准仓单的已冻结或质押部分，如果

是交易所所内质押，是否按结算单上的质押资金填报？  

答：不是，采用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账面价值计量，

已冻结或质押部分存货价值按数量占比计算。举例说明，某

公司标准仓单存货为 100吨，扣除资产减值准备后的账面价

值为 800 万元，其中 50 吨为交易所所内质押存货，则对应

的已冻结或质押部分应填列为 400 万元，计算公式为：800

万元×（50吨÷100吨）=400万元。 

 

（二）未来 30 日现金流出 

【问题43】未来 30 日现金流出中的短期借款是否包括

关联方借款？是否包括例如票据、反向保理等其他银行负债？ 

答：计算流动性覆盖率时，不需要区分是否为关联方。

短期借款直接取财务报表中的科目余额。其他银行负债等未

来 30 日内须偿还的债务，在“30 日内须偿还的次级债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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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债务”中填报。 

 

【问题44】公司持有的场内场外期权相关头寸，在财务

报表中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负债”项目而不是“衍生金融

资产/负债”项目，在计算未来 30 日现金流出时，如何填报？ 

答：公司持有的期权相关头寸，不管在财务报表中计入

哪个项目，在计算未来 30日现金流出时，均填报在第 39行

“衍生金融净负债”，衍生金融净负债=Max（衍生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0）。第 38行“交易性金融负债”，指公司

融券卖出后形成的负债等，不包括交易期权等产生的负债。 

 

【问题45】在计算场外衍生品业务资金流出时，客户权

益部分，如果在交易开始时就达成了在到期前双方都无权提

前终止交易，那这部分未来 30 天确定不会流出的客户权益

部分还需要计算资金流出吗？ 

答：需要。客户权益取月末时点值，不需要判断是否在

未来 30日内流出。 

 

【问题46】计算基差贸易、仓单串换、仓单约定购回等

业务的未来 30 日现金流出时，时间跨度超过 30 天的远期点

价采购合同，无法确认未来 30 天内是否进行点价执行的，

是否需要填报？ 

答：远期点价采购合同无法确认未来 30 天内是否点价

执行，则无需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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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47】未来 30 日现金流出中的其他资金流出包括

哪些？期间费用是否需要填列？是否需要预估管理费用？  

答：除“未来 30日现金流出”中第 1、2、3项已包含的

项目以外，预计未来 30日内会支付的资金都计入“其他资金

流出”。 

预计未来 30 日内需要支付的期间费用，应按类别计入

“应付职工薪酬、税费、利息和股利”或“其他资金流出”。 

 

（三）未来 30 日现金流入 

【问题48】“30 日内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是指什么？

是预期将会收到的银票吗？  

答：“30日内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是指公司持有的银

行承兑汇票 30日内到期，将产生的现金流入金额，不包括预

期会收到的银票。 

 

【问题49】“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是否包括“仓单约定

购回”？  

答：不包括。 

 

【问题50】未来 30 日现金流入中的“应收利息”项目，

由于银行对存单付息的期间有差异（存在到期一次付息的情

况），该处是填列会计计提应收利息还是实际会流入的利息？ 

答：填报未来 30日内实际会流入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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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观测指标 

【问题51】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时，应收账款是否包含

预付账款？  

答：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时，应收账款不包括预付账款。 

 

【问题52】公司没有应收账款和存货，是否还需要计算

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 

答：不需要。 

 

【问题53】如果公司未分配自有资金给该项业务，如场

外业务客户的权利金和保证金加总已可满足对冲的资金需

求，这种情况是否可以按照 0 填报资金分配情况？  

答：如果公司没有对某项业务的资金分配计划，则按该

业务实际占用资金计算。分配资金、实际占用资金，均不区

分资金来源，也不区分资金用途，不是财务科目口径。 

 

【问题54】资金分配中“其他类资金”，是理财占用资

金和未使用银行存款么？ 

答：其他类资金，指未分配给期现业务、场外业务、做

市业务的其他资金，包括其他业务以及财务投资占用资金、

银行存款等。 

 

【问题55】资金分配情况，统计口径为月度还是年度？

此项指标是否涵盖公司所有业务的资金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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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资金分配情况按月度进行统计。若公司按年度制定

资金分配方案，年中不进行调整，则每月填报数据相同；若

公司定期调整资金分配方案，按当月实际分配情况填列；若

公司没有资金分配方案，按各项业务实际占用资金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