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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的金融體年是當代經濟與企業發展的基石，幾乎任何的商

業活動都必須透過某種形式的金融機構為之。經由各種形式的集

資、貸放資金 、發行證券及交換證券，金融體采不僅媒介商業活動，

金融機構更成為龐大資金的運輸渠道與匯流池。因此，金融秩序和

金融體年的健全程度，對社會安定與繁榮影響深遠。在一切井然有

序的表象之下，許多金融體朱實際上結構脆弱，一旦發生人為操作

不當或大規模的市場波動，立刻引發強烈的金融危機 。 1995年的霸

菱銀行事件和 1998年的LTCM危機便是最佳例證。同時由於金融機

構彼此環扣，單一機構的崩清必然衝擊整體金融組織，造成連鎖反

應，導致全面性的金融風暴。

一般而言，金融風險之所以發生，除了金融體年本身不夠強健

或疏漏之外，多半可歸因於市場波動及人謀不喊。巨幅市場波動使

持有的證券部位貶值 ， 考驗金融機構的資金周轉能力 ，持有部位過

度集中且曝露於單一風險下的機構往往受創甚重;人為造成的金融

風險但括蓄意詐欺、不當貸放等，這類行為所造成的隱藏性損害，

往往在市場巨幅波動時又特別容易浮上檯面，形成雪上加霜的金融

風暴。

傳統上 ，欲減少人為的金融風險，可從金融規範及個別機構的

內部控制管理著手，而市場波動的街擊則可藉分散投資降低。近年

來歷經數度金融風暴後，各國政府紛紛重新檢視其金融體年，並體

認金融檢歪不僅是主管機關的責任，機構本身的自律規範才是金融



檢查的最前線;而風險管理也不限於分散投資，藉的數量化的模型

可以大幅提昇機構的風險管理能力。強調金融機構自律，並以風險

模型衡量及控制機構的風險曝露，正是近年來風險管理的大趨勢。

近年來亞洲地區遭受人謀不喊及市場衝擊等諸般金融劫難，金

融界和企業界頤賠者屢，風暴後的倖存者或遭波及而元氣大傷，或

受命接管失敗的財務機構而買擔沉重，主管當局更為挽救是友可危

的金融環境而疲於奔命。追本朔暉，許多金融機構失敗的案例皆導

J原於欠缺風險管理的觀念與技缸 ，而培養意識與訓練技能必須始於

教育 ，唯有金融立法者、高階管理者、中階執行者都充分 了解風險

管理的關鍵性 ， 並具備風險管理的知識，以實事求是的精神規劃風

險管理的法規藍圖，並著手建立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機制，方能建

構穩健的金融體魚，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石 。

為提升大中華地區金融機構對風險控管的層次，作者辜悍精竭

智以成本書，書中除闡述風險管理的精義之外，主要介紹練起於90

年代初期的風險管理工具 風險值模型(Value-at-Risk， VaR) 。此

模型由 J. P. Morgan創始，用於本身的內部風險衡量與控管，經過學

界與業界的共同耕耘，數年間風險值模型不但已被許多歐美大型金

融機構引為主要的風險管理工具，更有成為風險管理標準的趨勢 。

風險值模型衡量金融機構在某一段時間內，其持有的證券資產部位

因市場波動，可能遭致的最大損失。比較傳統的風險管理方法，此

模型提供更明確的數量與機率分析，並考慮資產彼此間的共變異

性，完整的風險值年統並可定期產出風險報告書供決策者參考。

風險管理是實務的議題，提出的解決方案必須簡單易懂、契合

實際。本書以平實的文字說明風險管理模型，對於必須使用數學符



號之處，皆有詳細的概念解說，並避免晦迎的數學推導 ， 以降低讀

者對此一領域的進入陣碟。凡通曉機率分自己的基礎概念，並具有初

級統計和投資知識的讀者，皆可 )11頁干J!自修本書。本書的主要對象但

括銀行、券商、及其他相關金融機構的高階管理人與中階幹郁，特

別是處理機構風險管理相關業務的規晝11與執行人員;此外，書中亦

揭示國外風險管理的經驗供本國主管機關參考;銀行和財金相關科

年的大專及研究所課程亦可i質量引用本書章節，作為銀行管理、金

融市場等科目的輔助教材。

本書之架梅女口下:第一、二章介紹風險及風險管理的觀念，目

的在釐清此頓域的重要觀念，並定義本書討論的範疇 ; 第三章陳述

近代風險管理的沿革和風險值模型的濫觴，引 4頁讀者一探風險管理

的新觀意與視野;第四章詳細解析風險值模型的定義與基礎架構;

第五章至第士章分別探討三種常用的估算風險值的方法;第八章應

用風險模型作績效評估;第九章討論券商的風險管理架構;最末一

章介紹控管信用風險的信用矩陣。

風險管理的觀念與方法在近十年來有長足的發展，學界與業界

所累積的貢獻及經驗，儼然使風險管理成為財務金融的主要領域之

一，本書限於篇幅，僅能就環繞主題的範圍內加以介紹，期自t藉由

本書之完成為起點，拋磚引玉，吸引國內更多精英投入此一極待耕

耘的頓域，共同提昇本土金融機構風險管理的水準 o 書中或有不全

脫漏之處，尚析各界先進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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