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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方法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公司评级工作质量，确保公司信用评级方法的科学性、准确

性和稳定性，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据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

规定以及自律机构的自律指引，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根据独立、公正、客观、科学的原则设定公司信用评级方法体系，

采用宏观与微观、动态与静态、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科学分析方法。公司信用评

级方法体系，应当包括评级方法和评级模型。

第三条 公司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要求，明确界定信用评级

要素、标识及相应的含义。公司在对债务人主体的财务状况、风险管理、经营能

力、盈利能力等整体信用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债务的违约可能性及清偿程

度进行综合判断，并以简单、直观的符号表示信用等级。

第四条 公司设立风控部，负责审核确定公司制定的信用评级方法和评级模

型。

第五条 公司信用评级方法应当按照相关要求对外公开披露。公司在评级过

程中所使用的评级方法要与披露的内容保持一致。

公司对同一类评级对象进行评级，或者对同一评级对象进行跟踪评级，要采

用一致的评级方法、评级模型。

第六条 公司信用评级方法和评级模型应当不断完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审

查。

第二章 信用评级要素

第七条 债券市场金融产品信用评级要素：

（一）对金融产品发行主体评级应主要考察以下要素：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

行业及区域经济环境，企业自身素质，包括公司产权状况、法人治理结构、管理

水平、经营状况、财务质量、抗风险能力等。对金融机构债券发行人进行资信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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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还应结合行业特点，考虑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管理、资本充足率、

偿付能力等要素。

（二）对金融产品评级应包括以下要素：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概况、可行

性、主要风险、盈利及现金流预测评价、偿债保障措施等。

第八条 借款企业信用评级要素：

（一）公司对企业进行信用评级应主要考察以下方面内容：

1．企业素质：包括法人代表素质、员工素质、管理素质、发展潜力等；

2．经营能力：包括销售收入增长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应收账款周转率、

存货周转率等；

3．获利能力：包括资本金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销售利润率、总资产

利润率等；

4．偿债能力：包括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流等；

5．履约情况：包括贷款到期偿还率、贷款利息偿还率等；

6．发展前景：包括宏观经济形势、行业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影响；行业特征、

市场需求对企业的影响；企业成长性和抗风险能力等。

（二）借款企业信用等级应按不同行业分别制定评定标准。

第九条 担保机构信用评级要素：

公司对担保机构进行信用评级应主要考察以下方面内容：

1．经营环境：主要包括宏观和地区经济环境、行业环境、监管与政策、政

府支持等；

2．管理风险：主要包括管理层、专业人员等人力资本、法人治理结构、内

部管理和运营体制；

3．担保风险管理：包括担保政策、策略与原则，担保业务的风险管理制度、

程序，实际运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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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担保资产质量：包括担保资产信用风险、集中程度、关联担保风险，并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对未来的担保风险进行预测；

5．担保资本来源与担保资金运作风险：包括担保资本补偿与增长机制、担

保资金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等；

6．偿债能力与资本充足性：主要包括资本充足率、货币资本充足率、流动

性等。

第三章 相关工作组织

第十条 新评级方法和评级模型的制定、已使用评级方法和评级模型的修订，

须经公司风控合规部审查通过后方能生效。

第十一条 公司风控合规部负责组织人员进行分析研究，制定并不断改进、

完善公司信用评级方法和评级模型。

第十二条 公司定期通过违约率和发行利差数据对评级方法和评级模型的准

确性和稳定性进行验证，进一步完善信用评级体系。

第十三条 公司另行制定《评级方法、模型与程序的生效、改进和定期审查

制度》以进一步明确相关工作的流程与职责。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规则经风控合规部通过后生效，并由其负责修改和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