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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本及资本充足率 

1.1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行”，采用足够防范我行经营业务固有风险

的资本管理办法，并且对于资本的管理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我行资本管理的目标除了符合

监管机构的要求之外，还必须保持能够保障经营的资本充足率和使股东权益最大化。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商业银行满足相关资本充足率要求，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

得低于 7.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8.5%，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10.5%。 

2023 年度，我行继续严格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算资本充足率以及

开展信息披露工作。目前我行对三大风险计算方法分别为：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权重

法；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标准法；操作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基本指标法。 

我行在综合考虑风险评估结果、未来资本需求、资本监管要求和资本可获得性的基础上，

同时兼顾短期和长期资本需求，并考虑各种资本补充来源的长期可持续性，审慎估计资产质

量、利润增长及资本市场的波动性等重要因素的前提下，持续开展我行的资本规划工作，力

求做到确保我行资本水平持续满足监管要求；确保目标资本水平与业务发展战略、风险偏好、

风险管理水平和外部经营环境相适应。 

另外，我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方法和程序主要包括战略规划及资本管理、风险评估、整

合性压力测试、监测与报告等环节，力求确保我行的各主要风险得到识别、计量或评估、监

测和报告；确保我行资本水平与风险偏好及风险管理水平相适应；确保我行资本规划与实际

经营状况、风险变化趋势及长期发展战略相匹配。作为我行内部管理和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结果将作为我行制定资本预算与分配、授信决策和战略规划的重要参考依据。 

对于资本充足率，我行设定行内预警值，并且日常对其进行监测，将实际情况定期报告

高级管理层及相关部门。 

根据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和面临的各类风险特征，我行将积极调整解决方案。这些

调整的方法通常包括增加资本金，或限制高风险业务以降低风险资产等。 

 

1.2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我行是由日本瑞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外商独资银行。我行的资

本充足率计算以法人银行为单元，即包括我行总行及各分支机构。我行目前尚无需要纳入并

表的资本投资项目，财务并表与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无差异，均为我行法人口径数据。 

瑞穗银行集团内资本转移须经相关监管机构、母行及当地董事会的审批并接受其监督。 

 

1.3 资本构成 

我行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规定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情况如下： 

表 资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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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核心一级资本 2,111,957.00 1,973,003.56  

股本 950,000.00  950,000.00  

资本公积 306.39  306.39  

其他综合收益 2,428.88 1,061.23  

盈余公积 112,159.32 98,400.74 

一般风险准备 185,663.67 185,663.67  

未分配利润 861,398.74 737,571.53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9,942.49 10,796.53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 9,942.49 10,796.53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102,014.51 1,962,207.03  

一级资本净额 2,102,014.51 1,962,207.03  

二级资本 67,390.22 82,025.53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67,390.22 82,025.53  

资本净额 2,169,404.73 2,044,232.56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最低资本要求） 504,628.12 519,868.37 

一级资本净额（最低资本要求） 605,553.74 623,842.04 

资本净额（最低资本要求） 807,404.99 831,789.39 

储备资本（资本要求） 252,314.06 259,934.18 

逆周期资本（资本要求） 0 0 

风险加权资产 10,092,562.35 10,397,367.37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20.83% 18.87% 

一级资本充足率 20.83% 18.87% 

资本充足率 21.50% 19.66% 

 

1.4 门槛扣除限额及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我行无相关资本投资，净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未超过门槛扣

除限额，无需从资本中进行扣除。 

表 门槛扣除限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适用门槛扣除限额项目 金额 
资本扣除限额 

与上限的差额 
项目 金额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 

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 

一级资本 

 

0.00 

核心一级 

资本净额

的 10% 

 

210,201.45 

 

210,201.45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 

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8,033.56 

 

210,201.45 

 

202,167.8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 

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 

一级资本和其他依赖于 

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 

税资产的未扣除部分 

 

 

8,033.56 

核心一级 

资本净额

的 15% 

  

 

315,302.18 

 

 

307,26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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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我行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为 67,390.22 万元。

下表列示我行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的相关信息。 

 

表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计量方法 项目 余额 

权重法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67,390.22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109,236.16 

如未达到上限，与上限的差额 41,845.94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67,390.22 

 

1.5 重大资本投资行为 

关于报告期内我行重大资本投资行为请参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

报告》第六章本年度重要事项。 

 

1.6 实收资本变化事项 

截至报告期末，我行股本 950,000.00 万元。关于报告期内我行实收资本变化事项请参

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第六章本年度重要事项（二）增加或减

少注册资本情况。 

 

2. 风险管理 

2.1 风险管理体系 

2.1.1 基本理念 

经营管理层充分把握和评估我行的特点和风险状况，在完善与维护有效的风险管理

框架的同时，在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为全体员工认同并自觉遵守

的风险管理理念、风险价值观念和管理行为规范，使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在全行得到广泛

认同，身体力行努力培育重视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 

 

2.1.2 风险管理体制 

我行涉及的风险主要分为：信用风险（包括国别风险）、市场风险（包括银行账簿

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
1
（包括业务操作风险、信息科技风险、人员风险、

有形资产风险、规定制度变更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合规风险、洗钱风险、信

息安全风险、第三方风险、气候相关风险、结算风险
2
以及战略风险。我行建立健全覆盖

上述风险的全面风险管理体制，体现出分层设置机构、分层管理以及集中管理的特点。 

董事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定期听取各类主

要风险管理报告并讨论，审议风险管理相关政策、规划、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等重大事项。 

行长承担我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实施责任。首席风险控制官（以下称“CRO”)负责拟

定风险管理战略和规划，提出风险管理政策与措施，监督风险管理的政策与措施的实施

与落实，促进风险管理评价标准和体系的建立，协调风险管理和内控体系之间的关系，

                                                             
1 此处的操作风险指狭义的操作风险，包括系统风险、业务操作风险、人员风险、有形资产风险、规定制度变更风

险。日本瑞穂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操作风险是广义的操作风险，除上述风险外，还包括法律风险。 

2 合规风险、洗钱风险、信息安全风险、第三方风险、气候相关风险、结算风险在我行定义为复合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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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风险管理专业管理队伍的建设方案，评估外部环境以及宏观风险，就经营环境、战

略、运营过程存在的风险提出建议，并向董事会报告等。 

综合风险管理部牵头履行全面风险的日常管理，负责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牵头协调识别、评估、监测、控制或缓释全面风险和各类重要风险，及时向高级管理层、

风险管理委员会报告。我行对各类风险指定了分管部门，在分行设风险管理部门，专门

负责风险管理工作。 

表 1 风险类别及风险管理分管部门 

风险类别 分管部门 

1． 信用风险 综合风险管理部、审查部 

2． 市场风险 综合风险管理部 

3． 流动性风险 综合风险管理部 

4． 操作风险 综合风险管理部 

 （1）信息科技风险 系统风险管理室 

（2）业务操作风险 事务部 

（3）人员风险 人事部 

（4）有形资产风险 行政部 

（5）规定、制度变更风险 法律合规部 

5． 法律风险 法律合规部 

6． 声誉风险 经营管理部 

7. 合规风险 法律合规部 

8. 洗钱风险 法律合规部 

9. 信息安全风险 法律合规部 

10． 第三方风险 综合风险管理部 

11. 气候相关风险 综合风险管理部 

12. 结算风险 综合风险管理部 

13. 战略风险 经营管理部 

 

2.1.3 制度体系建设 

通过一系列组织和制度安排以及长期不懈的探索与实践，我行建立了健全的全面风

险管理制度体系。各分管部门根据风险类别的特性，制定了各类风险管理的基本方针，

将风险管理的理念融入到制度中。 

 

2.2 风险加权资产 

下表列示我行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量的风险加权资产的基本情况。

其中，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权重法，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标准法，操作风险加

权资产计量采用基本指标法。 

表 风险加权资产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8,806,283.11 9,232,641.44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758,847.50 684,010.25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527,431.74 480,715.68 

总计 10,092,562.35 10,397,36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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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用风险 

关于报告期内我行信用风险管理情况请参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

报告》第四章各类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一）各类风险管理 1.信用风险状况。 

 

3.1 概述 

信用风险是我行经营活动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它是指由我行提供信用额度（授信）

的企业，因财务状况恶化、资产（包括表外项目）价值减少或消失，致使我行蒙受损失的风

险。我行面临的信用风险涉及贷款、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透支、保理、担保、贷款

承诺、开立信用证等各种表内外公司信贷业务。尚无零售信贷业务。 

 

3.2 信用风险管理体制 

董事会按照我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基本方针》，对信用风险监控委员会审议的信用风险

管理的重要事项做出决议。 

从执行层面来讲，行长总负责我行信用风险管理工作。总行及分行分别设置风险管理部

门进行日常风险管理工作。行长下设信用风险监控委员会，听取信用风险管理相关报告，审

议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事项。委员会成员包括行长、副行长、CRO、审查部、综合风险管理

部、总行营销各部、资本市场部的总经理。委员会听取的常规报告包括不良贷款的状况，对

信贷资产组合的分析报告，信用成本变化的分析报告等。委员会审议的事项包括银团贷款业

务的承接，债券承销的运营方针、债券承销的上限额度，以及其他信用风险相关事宜的重大

决策。 

审查部和综合风险管理部协同我行各相关部门分别从对单个客户和组合信用风险的角

度，共同推进信用风险的分析、监测及信用风险管理。我行在信贷业务审批阶段，严格执行

审贷分离，审查部门根据相关的行内规定，进行授信业务的审批。另外，审查部定期向审贷

委员（董事会下专门委员会）报告授信客户风险监控情况等，必要时发起对个案的集体审议。

综合风险管理部负责各类风险限额的监控以及风险信息的收集、分析，并向高级管理层、风

险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报告。 

 

3.3 信用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 

我行建立了健全的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和业务操作流程。根据我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基本

方针》和《授信业务规范》，我行在授信业务中遵循公共性、安全性、收益性和成长性的基

本原则。 

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授信管理规程和内控制度，通过对各项交易的贷前调査、贷时

审核及贷后检查等各道工作程序的授信管理，有效贯彻和落实授信业务的全流程管理，此外，

我行通过信贷资产组合分析，及时准确地把握整体和信用评级、行业等各组合信用风险来源

和风险大小、必要时预先或事后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信贷资产组合管理。我行还通过各类风险

指标监测信贷资产质量。 

 

3.4 大额风险暴露 

我行持续将大额风险暴露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依据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制度、信

息系统，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防控大额风险。我行每日监控大额风险暴露水平，当发现

大额风险暴露监管阈值的预警时，立即采取纠正措施。 

2023 年末，我行大额风险暴露客户（包括允许豁免的客户及风险暴露）计 52 家，全部

大额风险暴露合计人民币 916.8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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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3 年末，我行无大额风险暴露未达标客户。今后我行各部门仍将继续紧密合作，

实现业务信息及风险暴露情况的共享，通过内部额度管理或调整授信额度等方式，继续严格

监测和防控大额风险暴露情况。 

 

3.5 信用风险暴露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我行按照权重法计量的信用风险暴露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按主体划分权重法表内信用风险暴露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缓释前信用风险暴露 缓释后信用风险暴露 

表内信用风险暴露   

现金类 981,529.90  981,529.90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188,454.77  188,454.77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 0.00  0.00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4,828,216.79  4,547,878.79  

对在其他国家/地区注册金融机构的债权 913,218.09  913,218.09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4,186,726.10  4,120,876.04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55,932.11  48,819.43  

对个人的债权 0.00  0.00  

股权投资 0.00  0.00  

资产证券化 308,397.99 308,397.99 

其他表内项目 49,996.81  49,996.81  

总计 11,512,472.56  11,159,171.82  

 

表 按权重划分权重法表内信用风险暴露 

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权重 缓释前信用风险暴露 缓释后信用风险暴露 

0% 2,067,098.86 2,067,098.86  

20% 1,160,926.73  1,160,926.73  

25% 318,026.11  318,026.11  

50% 622,867.56  622,867.56  

75% 364,330.09 357,217.41  

100% 6,971,509.59 6,625,321.53  

150% 0.00  0.00  

250% 7,713.62  7,713.62  

350% 0.00  0.00  

400% 0.00  0.00  

1250% 0.00  0.00  

总计 11,512,472.56 11,159,171.82 

 

3.6 信用风险缓释 

我行通常运用抵质押品和保证等方式转移或降低信用风险。此缓释工具我行通常运用母

行保证、母公司保证以及变现能力较强的存款质押等方式转移或降低信用风险。此缓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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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覆盖了借款人的信用风险暴露。我行在进行授信业务时对缓释功效性、价值及权属等进

行审查，确保其可以有效降低潜在的信用风险。 

在取得保证时，我行对保证协议书、保证意向确认文件等进行确认，并每月至少检查一

次保证书和其他重要文件的更新状况。针对以在我行开立的特定化账户中定期存款作为质押

标的的特户质押，每月第 5 个营业日前通过记账系统数据，制作期日管理表，检查管理表与

担保品台帐中的特户明细一致。每 3 个月对特户质押明细原件与担保品台账中明细一致性

进行确认。在取得抵质押时，严格审核抵质押品的准入资格，定期监测评估抵质押品的价值，

至少每 6 个月检查一次实物、其保存状况及担保品台帐内容的准确性。 

我行在计量权重法下的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时，仅考虑《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中认可的权重法下的合格抵质押品或合格保证人的风险缓释作用，下表列示我行权重法信用

风险暴露的风险缓释分布情况。 

表 权重法下表内信用风险资产对应的风险缓释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表内信用风险缓释 

现金类资产 0  

我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银行、我国政策性银行 280,338.00  

我国公共部门实体 0.00  

我国商业银行 47,300.73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 0.00  

其他国家和地区注册的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实体 25,662.01  

多边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0.00  

总计 353,300.74  

 

3.7 贷款质量和减值准备 

根据《商业银行金融资产风险分类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

行令〔2023〕第1号），对《金融资产风险分类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通过补充分类对

象，进一步明确以评估债务人履约能力为中心，力求实现对我行金融资产质量及风险程度

更加全面、真实、准确的反映。 

我行根据《商业银行预期信用损失法实施管理办法》（银保监规〔2022〕10 号）、财政

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我行《会计

规程》、《预期信用损失法实施基本方针》和《预期信用损失法实施细则》，通过预期信用损

失法计量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截至 2023 年末，我行各项减值准备的计提均符合监管的最低

计提要求。 

截至 2023 年末，我行不良贷款总额 1,916.02 万元，较年初持平；本行贷款损失准备余

额 71,878.93 万元，较年初减少 12,851.61 万元。关于报告期内我行逾期贷款、贷款损失准备

余额及报告期变动情况等信息请详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附件：

审计报告及已审财务报表附注五、6.发放贷款和垫款。 

 

表 截至 2023 年末， 我行贷款风险分类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贷款分类 贷款余额 占比 

正常 4,084,879.86 98.59% 

关注 56,429.64 1.36% 

次级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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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 0.00 0.00% 

损失 1,916.02 0.05% 

合计 4,143,225.52* 100.00% 

*该贷款余额未扣除审计报告中作为递延收益列示的贴现业务预收利息金额 

 

3.8 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及资本要求 

我行参与承销及投资由第三方结构化主体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其目的是获取承销收入及

投资收益。 

我行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采用标准法计量，风险权重依据我行认定的合格外部评级机构

的信用评级以及资产证券化类别确定。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我行资产证券化风险加权

资产为 231,298.49 万元，资本要求为 18,503.88 万元。 

 

3.9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是指在现金流结算之前，交易对手因倒闭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或不

能全部履行合约承诺而给银行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我行将结算前风险与其他信用风险（一

是直接信用风险，如贷款、贸易融资等，二是或有信用风险，如信用证、保函等）一起加总

计算综合授信额度和信用敞口，在此基础上进行信贷审批。 

我行已经建立完整、统一的交易对手授信政策体系，从不同维度对交易手信用风险进行

了定义并予以管理。对交易对手，我行按照客户性质将其分为同业交易对手和企业交易对手，

分别予以不同的风险控制手段。我行在与企业客户进行衍生产品交易时，需要核实企业是否

具有真实背景，交易目的必须是匹配其现金流或资产负债的外汇、利率避险方面需求。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我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为 1,131,912.66 万元。 

 

4. 市场风险 

4.1 概述 

我行的市场风险定义为因利息、有价证券价格及汇率等各种市场风险系数变动而导致所

持有的资产和负债（包括表外资产和负债）价值变动，致使我行内各部及各分行遭受损失的

风险。 

 

4.2 市场风险管理体制 

我行已按照法律法规的各项规定确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风险治理架构，并在总行层面形

成了完整的三层治理结构，确保了健全风险治理架构的基本条件。具体来说，我行市场风险

管理的体制体现了分层设置机构、分层管理以及集中管理的特点。在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等

进行审议、调整的基础上，由董事会对市场风险管理有关的重要事项做出决议。行长全面负

责我行的市场风险管理。综合风险管理部总经理负责市场风险管理的规划和运作，并定期和

在必要时向董事会、行长及首席风险控制官报告市场风险管理情况等。同时，我行在各分行

也设立了风险管理部门，在总行的指导下负责各分行的各项风险管理工作。 

我行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健全了较为完善的市场风险治理体系，在全行形成完整

的三层治理架构，满足风险治理架构的基本条件。具体来说，我行市场风险管理体系体现出

按区域设置机构、分层和集中管理相结合的特点。 

4.3 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 

我行制定了适当的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并根据风险管理的新变化、监管的新要求及时

修订和完善。主要的市场风险的管理政策包括《市场风险管理基本方针》、《市场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政策与管理流程》及《市场风险压力测试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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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行在上述管理政策的基础上对市场风险加以管理和防范，具体方式主要是对

BPV、VaR、压力测试等市场风险指标实行限额管理等市场风险指标实行限额管理，并定期实

施压力测试评估压力场景下银行的市场风险承受能力。 

 

4.4 市场风险暴露 

我行采用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的监管资本，计量范围主要包括利率风险、股票风险、外

汇风险、商品风险和期权风险。下表列示我行 2023 年 12 月 31 日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情况。 

 

表 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类型 资本要求 

利率风险 36,430.81  

股票风险 0.00  

外汇风险 23,473.40 

商品风险 802.23  

期权风险 1.36  

总计 60,707.80  

 

关于报告期内我行市场风险管理情况请参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

报告》第四章各类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一）各类风险管理 3.市场风险状况。 

 

5. 操作风险 

5.1 概述 

我行的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员工和信息科技系统，以及外部

事件而造成我行损失的风险，其中包括信息科技风险、业务操作风险、法律风险、人员风险、

有形资产风险、规定制度变更风险。 

 

5.2 操作风险管理体制 

董事会按照我行的《操作风险管理基本方针》，操作风险管理的重要事项作出决议。 

从执行层面来讲，行长总负责我行操作风险管理工作。高级管理层负责执行董事会批准

的操作风险管理政策及体系。行长全面负责我行的操作风险管理。综合风险管理部负责规划

和推进操作风险管理，各个风险管理分管部门负责分管风险的管理相关的规划、推进。 

另外，我行在董事会下设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对我行的风险评估及风险管理状况进行审

议，讨论，审议我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方针以及风险管理重大事项等。 

 

5.3 操作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 

我行始终高度重视操作风险对银行经营和管理带来的影响，不断加强操作风险管理机制，

健全操作风险管理规程体系，我行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

指引》及我行《操作风险管理基本方针》制定了《操作风险管理办法》，全面管理我行的操

作风险情况。另外，通过包括自我风险评估（CSA）的统一管理、持续加强对整体操作风险

的监控、操作风险管理行动计划等，对经营活动中所面临的操作风险进行全面的监控和管理。 

 

5.4 操作风险暴露 

我行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2023 年我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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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431.74 万元，资本要求为 42,194.54 万元。 

关于报告期内我行操作风险管理情况请参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

报告》第四章各类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一）各类风险管理 4.操作风险状况。 

 

6. 其他风险 

6.1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6.1.1 概述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是指利率水平、期限结构等不利变动导致银行账簿经济价值和整

体收益遭受损失的风险，主要包括缺口风险、基准风险和期权性风险。银行账簿记录的

是商业银行未划入交易账簿的相关表内外业务。 

 

6.1.2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体制 

我行一贯高度重视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的管理，在法人化以后，建立了统一把握和管

理行内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的制度和框架。 

董事会承担监控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有效性的最终责任，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

对我行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进行评估，对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状况进行讨论并审议

各项重大事项，发挥对董事会决策的支持作用。我行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主要由第一道

防线的总行资金部和第二道防线的综合风险管理部共同管理。 

 

6.1.3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 

我行建立了完善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制度体系，主要涵盖在《市场风险管理基

本方针》中规定了利率风险管理的政策和流程。其他管理政策包括：《市场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政策与管理流程》、《市场风险压力测试管理办法》等。 

另外，我行在上述管理政策的基础上对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加以管理和防范，具体方

式主要是对利率敏感性、盯市损益等市场风险指标实行限额管理。我行结合自身业务规

模、风险状况和业务复杂程度建立了有效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压力测试框架体系，定期

进行压力测试，并将压力测试的结果直接反应到资本充足率，测试结果上报至每月召开

的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 

 

以下是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利率可能发生的合理变动对税前利润及对权益方面的

影响。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变量变动 对税前利润影响 

增加/（减少） 

对权益的影响 

增加/（减少） 

对税前利润影响 

增加/（减少） 

对权益的影响 

增加/（减少） 

利率增加

100 个基点 -22,994.02 -10,821.00 -25,601.46  -14,170.09  

利率减少

100 个基点 23,455.85 11,121.84 25,706.65 14,504.83 

 

关于报告期内我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暴露情况请参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第四章各类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一）各类风险管理 3.市场风险状况，以及《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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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附件：审计报告及已审财务报表附注九、金融

工具及其风险 2.3.市场风险 2.3.2 利率风险。 

 

6.2 战略风险 

我行的战略风险是指我行在追求短期商业目的和长期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因不适当

的发展规划和战略决策给我行造成损失或不利影响的风险。 

2023 年 4 月，我行制定了为期三年的新一轮中期经营计划《瑞穗中国中期经营计

划（2023～2025年度）》，并以此为基础具体制定了 2023 年度的业务计划。之后通过定

期跟踪和管理战略目标及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汇总后向董事会报告，根据各项目标的

执行情况以及内外部环境变化等，讨论调整业务计划的必要性。 

2023 年度业务计划完成情况未大幅偏离计划，业务方面亦未发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或意外的重大损失。 

总体而言，2023 年战略风险整体可控，保持在低水平。 

 

6.3 流动性风险 

6.3.1   概述 

流动性风险是指，由于总行内各部及分行的财务内容恶化等原因，不能确保必要的

资金、不能进行正常的资金周转时，为了确保资金必须付出比通常明显高的利息来筹措

资金，从而使总行内各部及分行遭受损失的风险。 

 

6.3.2 流动性风险管理体制 

我行一贯高度重视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建立了统一把握和管理行内流动性风险的制

度和框架。 

董事会承担监控流动性风险管理有效性的最终责任，对与流动性风险管理相关的重

要事项进行决议。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对我行的流动性风险进行评估，对流动

性风险管理状况进行审议，并讨论、审议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基本方针以及各项重大事项，

发挥对董事会决策的支持作用。我行的流动性风险主要由第一道防线的总行资金部和

第二道防线的综合风险管理部共同管理，并在各分行设立了风险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各

分行的相关风险管理工作。 

 

6.3.3   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 

我行建立了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体系，主要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包括：《流

动性风险管理基本方针》、《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政策与管理流程》、《流动性应急计

划》、《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管理办法》。 

此外，流动性采取集中管理模式，分行对流动性的管理实行完全平盘政策，服从统

一的流动性管理政策，通过相关的报表对流动性风险实施记录、检测和管理。管理报表

主要有流动性资金缺口报表和流动性压力测试报表两种。前者主要对资金的隔夜资金

缺口，一周资金缺口和一个月资金缺口进行每日监控。同时，每月按币种（本币和外币）

实施流动性压力测试，结果上报月度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和季度风险管理委员会。 

 

关于报告期内我行流动性风险情况请参见《瑞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

告》第四章各类风险及风险管理情况（一）各类风险管理 2.流动性风险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