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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为隶属于新加坡星展银行有

限公司的在华全资子公司。本行作为独立的法人银行设立于 2007 年，目前本行在

中国的上海、北京、深圳、苏州、广州、天津、南宁、东莞、杭州、重庆、青岛和

西安共拥有 12家分行和 21家支行网点，向零售、公司及金融机构等提供各类金融

产品及服务。         

    本行按照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原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

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2 年第 1 号）及相

关规定披露资本充足率相关信息。本报告对下列内容提供定性和定量的信息披露： 

• 风险管理 

• 资本构成，风险加权资产信息及资本充足率 

• 风险暴露及评估 

•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 

• 薪酬管理 

 

2.  风险管理 

2.1 风险管理体系的组织架构和管理职能 

    根据本行的风险管理框架，董事会通过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监督在全行建立

风险管理政策及程序和制定风险偏好限额来指导本行的风险承担。 

    本行管理层向董事会负责，确保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并遵循风险偏好限额。管理

层层面的委员会主要针对具体范畴的风险。这些委员会是风险执行委员会及其下设

信用风险委员会、市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委员会、操作风险委员会、产品监督委员

会及风险模型委员会。 

    日常业务中，各业务部门须承担首要的风险管理责任。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与

各业务部门一起，及时向本行管理层提供主要风险敞口的评估及相应的管理措施。

风险管理部门和业务部门提议与本行风险管理框架相符的风险偏好及其限额以及用

于识别、衡量、分析和控制本行风险的有关政策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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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规部严格遵守监管要求，全面协调合规风险的识别和管理，根据合规风险管

理计划履行职责，定期向高级管理层提交合规风险评估报告。合规部亦向本行管理

层提供合规咨询、意见和建议，支持业务合规开拓。 

审计部作为独立部门，负责对本行整体运营进行独立的基于风险的审计评价

和监督，直线向审计委员会，虚线向行长/行政总裁报告。年度审计计划按照风险

评估结果并结合监管要求方式拟定，内审范围涵盖对本行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程

序、治理框架和流程、相应责任履行水平等的可靠性、充分性和有效性的检查和评

估。 

 

2.2 信用风险 

    本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目标是识别和了解业务活动和交易中关键的固有风险，确

保在本行风险管理方法和风险承受能力范围内取得收益和风险的平衡。 

    信用风险作为本行面临的最重大的可衡量风险产生于本行各种业务类型的日常

经营活动，包括向个人、企业和机构客户的借贷。包括借贷风险、外汇交易、衍生

产品和债券的结算前和结算风险。 

   《集团信用风险管理政策》（中国附录）定义了信用风险的维度及其适用范围。

高级管理层为银行整体层面的信用风险管理设定了总体方向和策略。 

    本行在考虑本地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本地化了集团个人及企业核心信用风

险政策。核心信用风险政策提供了本行进行信用风险管理和控制措施的原则。该政

策辅以其他一系列操作层面的标准和指引以确保在本行范围内执行一致的信用风险

识别、评估、承担、衡量、报告和控制并对制定特定业务的信用风险政策和标准提

供指引。 

    本行的操作性标准和指引的建立是为了在本地化的核心信用风险政策范围内执

行信贷准则提供更为详尽的细节，并以及用于反映不同信贷环境和贷款组合情况。 

    本行信用风险管理通过对企业客户的全面了解 - 客户开展的业务、于何种经

济环境下运营等进行。同时通过统计模型和数据分析来管理零售客户的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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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风险等级的分配和信贷限额的设置是本行信用风险管理流程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本行采用一系列评级模型管理其企业和零售投资组合。 

    本行使用判断性和统计性信用风险模型对对公业务的借款人进行单独评估，进

而由经验丰富的信用风险经理在考虑相关的信用风险因素的情况下进行进一步审查

和评估确定借款人最终风险。零售风险敞口根据信用评分模型、信用记录、内外部

获得的客户行为记录及银行的风险接受标准（RAC）进行评估。信贷申请由业务部

门提出，不满足 RAC的申请需进行额外的评估。 

    本行采用 11 级内部评级系统衡量每位企业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同时，本行根

据银保监会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制定了信贷资产五级分类系统用以衡量及管理

本行信贷资产质量。 

关于信用风险集中度，本行已设置了针对行业和地域的集中度限额；建立了管

理流程以定期监控风险限额，同时确保当限额被突破时采取适当的措施予以纠正。 

信用风险报告包含行业分析、早期预警信号和观察名单中重点关注的信贷客户，

报告被上报至相关的信用风险委员会，进而形成相关策略和行动计划供评估。 

信用监控部门确保本行承担的信用风险符合集团信贷政策，负责激活已批准的

额度，确保额度超限和政策例外已获得相应审批并符合信贷标准及设立的条款条件。 

 

2.3 市场风险 

    本行市场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将市场风险控制银行可承受的合理风险偏好范围内

并实现目标收益。 

    市场风险是指因为利率、汇率、股价、信用基差、商品价格以及与这些因素相

关的风险因子变化而导致损失的风险。本行市场风险敞口存在于交易账簿和银行账

簿中。  

    根据《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的要求，本行每年对市场风险管理政策进

行重审，通过制定《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市场风险管理标准》和《市场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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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指南》，理顺市场风险管理框架，明确各部门职责，确保在全行内实施统一的市

场风险识别、计量、控制、监控和报告流程。   

    本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设立市场风险偏好和市场风险管理架构。市场和流

动性风险委员会作为高级管理层评审平台，审查和指导市场风险承担水平的各个方

面，包括限额管理、推行的政策、程序、方法和系统，并向风险执行委员会汇报。 

    本行使用风险价值（VaR）计量来预估因市场波动而引发的潜在损失。这一计

量方法是基于过去 12个月的历史数据模拟并假设市场价格的历史变化能反映近期

的盈亏分布。本行通过计算 1天持有期和近似于 97.5％置信区间的尾部风险价值

来限制和监控市场风险敞口。作为尾部风险价值的补充，本行亦采用敏感度限额和

管理层止损触发额作为风险控制手段。 

    事后检验能验证风险价值模型的模拟预测准确度。本行目前采用标准法计算交

易账簿所产生的市场风险监管资本，因此风险价值模型的事后检验结果对市场风险

监管资本没有影响。 

为了监控非预期但有可能发生的极端市场风险事件，本行定期对交易账簿和

银行账簿进行各类市场风险压力测试，包括真实历史压力情景和市场风险因子价格

的假设变动。 

 

2.4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在银行业务活动中因内部流程不足或不完善、人为错误、系统故

障、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的风险。本行的目标是，在考虑银行运营所处的市场环境、

业务特性以及经济和监管环境的基础上，将操作风险控制在适当水平。 

    本行操作风险管理方法包括以下部分：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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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行操作风险管理政策制定了操作风险管理的整体方法，结构化、系统化和一

致性地管理操作风险。本行建立了管理整个银行操作风险的各项政策、标准、工具

和方案，其中包含了各监督和控制职能部门制定的（特定）操作风险政策和标准。

这些政策涵盖的风险涉及科技、合规、欺诈、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和制裁、新产品、

外包和合作伙伴。 

风险管理方法 

本行采用基本指标法计算操作风险监管资本。为管理和控制操作风险，本行使

用各种工具，包括风险及控制自我评估、操作风险事件管理及关键风险指标监控等。

本行三道防线采用统一风险分类和风险评估方法管理操作风险。风险及控制自我评

估运用于各业务、支持部门，以识别主要操作风险，并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当

识别内部控制问题后，各部门制定整改计划并跟进问题的解决。操作风险事件类别

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标准划分。这些事件，包括任何可能影响本行声誉的重大事件，

必须根据既定标准予以上报。银行采用设有预警界值的关键风险指标进行前瞻性的

风险监控。 

根据集团保险计划，本行向第三方保险公司购买全行范围保险，以缓解特定非

预期和重大事件的风险损失。 

本行还建立了各项专题风险的管理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科技风险 

    信息科技风险通过全面科技风险方法进行管理。包括风险识别、评估、缓释、

监控和报告，并辅以风险治理，一套信息科技政策和标准，控制流程和风险缓释方

案来进行信息科技风险管理。 

    网络安全风险是本行持续重点关注的一类风险。本行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以保

护和提高计算机环境的软硬件系统、网络和数据资产的安全性。网络安全风险管理

也采用类似信息科技风险管理的方法进行管理，涵盖所有业务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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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风险 

    合规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因没有遵循法律、监管要求、行业规则和准则或金融业

业务标准而无法成功开展业务的风险。 

    这包括适用于银行或其他金融业务许可和开展的法律和法规，以及金融犯罪相

关的法律和法规，例如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欺诈和贿赂/腐败。本行建立了

一系列政策及相关制度和管控措施以识别、评估、衡量、缓释及报告此类风险。 

    为防范金融犯罪和制裁风险，本行制定了标准来管理业务和支持部门实际及/

或潜在的风险。此外，还制定了欺诈风险管理标准和程序，向各部门及分支行提供

关于欺诈以及相关问题的管理方法。 

本行还提供相关培训以保证流程合规。我们坚信有必要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

的领导下开展和推动强有力的合规文化建设。 

新产品、外包和合作伙伴风险 

各项新的产品、服务、外包安排或合作伙伴必须通过风险审核及审批程序，从

而识别和评估相关风险。现有产品或服务、外包业务以及合作伙伴的变更都需要通

过类似的审查程序。 

业务连续性管理 

在以降低突发事件发生概率的方式防范风险的基础上（预防为主），业务连续

性管理主要以降低突发事件严重程度的方式缓释风险。本行已建立并维护完善的业

务连续性管理体系，以确保非预期事件导致业务中断情况发生时基本银行服务仍能

继续，包括制定相关的方针、标准、程序和指引，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确保相关

人员定期接受培训，进行业务影响分析，研究相应的业务连续性策略，制定危机管

理计划和业务连续性计划，进行资源建设，在每年或者定期进行演练，并根据演练

结果和突发事件管理的结果完善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 

本行业务连续性的战略和方针由董事会批准；本行业务连续性的准备情况每年

由高级管理层向董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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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缓释方法 

根据集团保险计划，本行向第三方保险公司购买了全行范围的保险，以缓解和

降低由非预期、严重风险事件导致的操作风险损失。 

流程、系统和报告 

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和系统是识别、评估、监控、管理和报告操作风险不可缺

少的部分。各业务和支持部门负责根据操作风险管理框架和政策对涉及产品、流程、

系统和业务活动的日常操作风险进行管理。风险管理部操作风险管理团队和其他监

督和控制职能部门： 

• 对操作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监督和监控； 

• 评估各部门主要操作风险问题； 

• 向有关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报告及/或上报主要操作风险事件和状

况，并提供适当的风险缓释策略建议。 

本行操作风险委员会向风险执行委员会报告，并对全行的操作风险管理包括但

不限于政策、程序、方法和系统提供全面广泛地监督与指导。操作风险委员会成员

包括风险管理部操作风险管理团队及主要业务和支持部门的代表。该委员会定期审

阅全行操作风险状况，审阅和批准操作风险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修改。 

 

2.5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来自客户存款取款，资金拆借到期还款和对客户贷款承诺的履约责

任。本行力求在正常和不利情况下具备充足的流动性抵补能力，通过多样的融资渠

道与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弥补银行在不同生存期间内可能的现金流缺口。  

    根据《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本行每年对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进行

重审，通过制定《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流动性风险管理准则》和各项流动性

风险管理标准，建立了流动性风险综合管理方法和全方位的战略战术。为了应对潜

在或实际的危机事件，本行还制定了《流动性应急计划》，确保银行在压力情景下

能采取相应措施维持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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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政策，本行市场和流动性风

险委员会是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首要负责委员会，向本行风险执行委员会汇报。 

    本行资产负债委员会定期审阅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存贷款增长情况、批发性借

款余额、业务活动变化、市场同业竞争、经济预期、市场变动情况和其他一些会影

响流动性的因素，以及时调整银行资金策略。 

    本行管理流动性的主要方法是在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预先设定的流动性风险

容忍度范围内，定期对正常市场情景和压力情景下的现金流到期错配进行分析，评

估流动性风险敞口抵补能力的充沛程度，以应对未来的现金流缺口。为确保流动性

管理符合银行风险偏好，本行预先设定了现金流到期错配分析的核心参数，如情景

类别、生存周期和高质量流动资产的最低持有量。当出现流动性风险敞口超出风险

抵补能力的情况时，本行将采取补救措施并报告相关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其进行评

估。 

流动性风险控制指标，如各类流动性比率和资产负债分析，是现金流到期错

配分析的辅助工具。本行定期监控和追踪流动性风险控制措施的使用和变动情况，

以便深入了解流动性状况，更好地管理流动性。本行的流动性风险控制指标主要包

括流动性比率、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比例、流动性匹配率和各类集中度指

标，如存款集中度、批发融资比率和资金互换内部阈值等。 

 

2.6 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由于利益相关者对本行的任何负面看法而严重影响本行股东价值

（包括盈利和资本）的风险。这影响到本行建立新的客户关系或服务，服务现有客

户关系，并继续获得资金来源的能力。声誉风险通常发生在其他风险管理不善的情

况下。 

本行将声誉风险视为任何未能管理我们日常活动/决策中的风险以及运营环境

变化而造成的结果。这些风险包括： 

• 财务风险（信贷风险、市场和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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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有风险（操作风险和业务/战略风险） 

政策 

本行采用四步方法进行声誉风险管理，即预防、识别、上报和响应声誉风险

事件。声誉风险是由于管理其他风险失误而造成，在其他各类风险政策中都有关于

管理这些风险的定义和原则的阐述。声誉风险的管理通过建立健全企业价值来加

强，企业价值反映了本行贯彻执行的道德行为和做法。 

本行制定了相关政策，以保护本银行品牌的一致性，并保护银行的企业形象和

声誉。 

风险管理方法 

根据各种风险政策，本行建立了一系列持续风险监控的机制。这些机制包括关

键风险指标和其他控制方式，例如定期风险和控制自我评估流程。除了内部监测，

外部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警示也是识别潜在声誉风险事件的重要来源。此外，本行

还建立了媒体沟通、社交媒体和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政策，以保护本行的声誉。另

外还有上报和响应机制以管理声誉风险。 

各类风险政策是针对于个别风险的管理，而声誉风险政策尤其侧重于本行的利

益相关者对本行如何管理其声誉风险的看法。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政府机构和监

管机构、投资者、评级机构、商业联盟、供应商、工会、媒体、公众、董事会和高

级管理层，以及本行的员工。本行认识到，通过主要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参与而创造

的共享价值意识对于本行的品牌和声誉至关重要。 

流程、系统和报告 

所有部门都负责声誉风险的日常管理，并确保建立流程和程序以识别、评估和

应对这种风险。本行建立了社交媒体监测流程以收集针对本行的负面评论。影响本

行声誉风险的事件也包括在本行向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层面委员会的风险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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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本行按照原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2年第 1号）及相关规定计量资本充足率。 

本行目前没有附属公司，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和财务并表无差异，均为星展

（中国）法人口径数据，即包括星展中国总行及各分支机构。 

 

4.  资本构成及风险加权资产信息 

4.1 监管资本与资产负债表的对应关系 

    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行监管资本项目与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对应

关系如下： 

监管资本项目  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项目  

实收资本 实收资本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资本公积/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未分配利润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  无形资产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 

 

4.2 资本构成和资本充足率 

    下表列示了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行的资本数量、构成及各级资本充足率

情况： 

人民币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核心一级资本：   

实收资本 800,000 

资本公积 3,345 

其他综合收益 (945) 

盈余公积 56,640 

一般风险准备 162,710 

未分配利润 318,012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扣除项目 (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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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336,491 

    

其他一级资本：  - 

一级资本净额 1,336,491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200,00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60,434 

二级资本净额 260,434 

    

总资本净额 1,596,925 

    

总风险加权资产 10,795,509 
   

资本充足率：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2.4% 

一级资本充足率 12.4% 

资本充足率 14.8% 

    

银保监会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其中: 储备资本要求 2.5% 

      逆周期资本要求 0.0%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资本充足率 10.5% 

2022年本行实收资本无变化，无分立与合并事项，无重大资本投资行为。 

 

4.3 资本扣除项目及门槛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了超出本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0％

的资本扣除项目部分，应从各级监管资本中对应扣除。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行无合并范围以外对其它金融机构的少数资本投资。 

具体的资本扣除项目及门槛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适用全额扣除的项目 金额 

其他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 扣减与之相关的递延税负债后的净额 3,388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现金流套期形成的储备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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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门槛扣除的项目 金额 资本扣除门槛 与门槛的差额 

项目 金额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

资本投资，其中： 

6,906 核心一级资

本净额的10% 

133,649 

 

126,743 

 

核心一级资本投资 - 

其他一级资本 - 

二级资本 6,906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

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

本 

- 核心一级资

本净额的10% 

133,649 133,649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

净递延税资产 

63,654 133,649 6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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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净递延税资产未扣除部分 

63,654 核心一级资

本净额的15% 

200,474 136,820 

 

4.4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但不得超过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1.25%。 

人民币万元 2022年12月31日 

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95,843 

贷款损失准备最低要求 35,409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60,434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116,321 

与上限的差额 55,887 

 

4.5 二级资本债 

本行于2021年3月19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了规模为人民币20亿元

的二级资本债券。该债券为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4.7%，在第5年末附

发行人赎回权。募集的资金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批准，补充本行的二级资

本。 

以下为本行二级资本债的主要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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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名称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2021年二级资本债券 

发行人 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品种及期限 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在第5年末附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 

次级条款 本期债券本金的清偿顺序和利息支付顺序均在存款人和一般债权人之后，

股权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如有）和偿还顺序明确次于二级资本工具

的其他资本补充债券（如有）之前；本期债券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行的与

本期债券偿还顺序相同的其他二级资本工具（如有）处于同一清偿顺序。

除非发行人进入破产或清算程序，投资者不能要求发行人加速偿还本期债

券的本金。 

赎回权 本期债券设定一次发行人选择提前赎回的权利。在行使赎回权后发行人的

资本水平仍满足银保监会规定的监管资本要求的情况下，经银保监会事先

批准，发行人可以选择在本期债券设置提前赎回权的计息年度的最后一

日，按面值一次性部分或全部赎回本期债券。 

发行人须在得到银保监会批准并满足下述条件的前提下行使赎回权： 

（1） 使用同等或更高质量的资本工具替换被赎回的工具，并且只有在收

入能力具备可持续性的条件下才能实施资本工具的替换； 

 或（2）行使赎回权后的资本水平仍明显高于银保监会规定的监管资本要

求。 

减记条款 当无法生存触发事件发生时，发行人有权在无需获得债券持有人同意的情

况下，在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全部减记后，将本期债券的本金进行部分或全

部减记。本期债券按照存续票面金额在设有同一触发事件的所有二级资本

工具存续票面总金额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减记。 

无法生存触发事件指以下两者中的较早者： 

（1）银保监会认定若不进行减记，发行人将无法生存； 

（2）相关部门认定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资或提供同等效力的支持，发行人

将无法生存。 

债券评级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4.6 风险加权资产 

本行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基本

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加权资产。截至2022年12月31日，本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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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信用风险 9,366,153 

市场风险 885,208 

操作风险 544,148 

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10,795,509 

 

5. 风险暴露及评估 

5.1 信用风险 

5.1.1 信用风险暴露 

    本行采用11级评级系统衡量每位企业借款人的信用风险。同时，本行根据银保

监会的《贷款风险分类指引》制定了信贷资产五级分类系统，用以衡量及管理本行

信贷资产的质量。关于逾期及不良贷款的定义，贷款损失准备的计提方法, 不良贷

款总额、贷款损失准备余额及报告期变动情况等信息请参见本行发布的2022年度报

告。 

 按风险权重档次划分的风险缓释前、后的风险暴露： 

人民币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风险权重 风险暴露(缓释前) 风险暴露(缓释后) 

0%  3,889,405   3,704,069  

2%  48,648   48,648  

20%  881,292   440,709  

25%  1,027,942   1,027,942  

50%  309,973   309,973  

75%  208,348   204,833  

100%  8,586,428   8,390,114  

>100%  66,986   66,986  

 合计  15,019,022   14,19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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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资产类别分类的风险缓释前、后的风险暴露： 

人民币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类别 风险暴露(缓释前) 风险暴露(缓释后) 风险加权资产 

表内信用风险资产：      

现金类资产  1,449,945   1,449,945  -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1,364,238   1,364,238  2,030 

公共部门实体债权  34,356   34,356  6,871 

金融机构债权  4,950,542   4,950,542  3,244,307 

一般企业债权-小微除外  4,662,164   4,566,856  4,570,193 

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债权  16,891   14,280  11,213 

个人债权  475,592   475,592  283,446 

其他  240,932   240,933  282,452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不适用 不适用 60,434 

表内信用风险资产合计  13,194,660   13,096,740  8,460,946 

       

表外信用风险资产：      

开出信用证  61,203   55,227  47,450 

备用信用证  154,709   106,561  96,659 

开出保函  211,920   188,689  167,033 

不可撤销的贷款承诺  93,597   91,933  92,349 

开出银行承兑汇票  186,408   163,516  163,387 

信用证保兑  491   491  142 

表外信用风险资产合计  708,328   606,417  567,020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场外交易  316,966   316,966  273,828 

证券融资-回购  687,208   61,290  8,236 

中央交易对手  111,861   111,861  56,123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合计  1,116,034   490,117  338,187 

       

总计  15,019,022   14,193,274  9,36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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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域分类的信用风险暴露： 

人民币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东部  12,605,900  

南部  1,044,653  

西部  209,349  

北部  1,258,163  

预期信用损失  (99,042)  

信用风险资产余额  15,019,022  

按期限分类的信用风险暴露： 

人民币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未定期限  704,585  

即期偿还  1,793,342  

一个月以内  3,217,681  

一个月至一年  5,982,493  

一年以上  3,357,615  

逾期  62,348  

预期信用损失  (99,042)  

信用风险资产余额  15,019,022  

 

 

    在可能的情况下，本行获取担保品作为第二还款来源保障。担保品包括但不限

于现金、可变现债券、房地产、应收账款、存货及机器设备和其他实物及/或金融

类抵押物。本行设立了相关的政策以确定是否为信用风险缓释的合格担保品，包括

特定种类的担保品作为合格有效担保品需符合的最低要求。关于抵押品的进一步信

息，请参见本行发布的 2022年度报告。 

    本行信用风险缓释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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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主体类别 质押 保证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我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   -     -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现金   166,224   -    

我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   -     -    

我国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   -     15,576  

评级 AA-及以上国家和地区注册

的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实体 
 -     15,418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现金   598   -    

评级 AA-及以上国家和地区注册

的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实体 
 -     2,013  

表内外信用风险缓释小计    166,823   33,008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缓释 

我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债   9,371   -    

我国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   616,546   -    

评级 AA-以上（含 AA-）的国家

和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 
 -     -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缓释小计   625,917   -    

合计    792,740   33,008  

 

5.2 市场风险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本行按照标准法计量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为人民币

7.08 亿元，本行交易账簿市场风险 2022 年末和年度平均尾部风险价值数值（基于

97.5%的置信水平）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度平均 

尾部风险价值 800 929 

 

    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各项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资本要求   风险加权资产  

 一般市场风险   67,060   838,251  

      利率风险   54,705   683,811  

      外汇风险   12,156   151,953  

      期权风险   34   423  

 特定风险   3,407   42,590  

 交易账户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特定风险   349   4,367  

 总额   70,817   88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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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操作风险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行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的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如

下： 

人民币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资本要求   风险加权资产  

操作风险  43,532   544,148  

 

5.4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交易产品的结算前风险来自于交易对手对其偿付义务的潜在违约行为，通常通

过市价估值以及潜在未来的风险敞口衡量，本行将其纳入对交易对手的总体信用额

度进行管理。 

    本行积极监控和管理对场外交易(OTC)对手的风险敞口以便在交易对手违约时

保护本行的利益。可能受到市场风险事件不利影响的交易对手风险敞口会被识别、

审查以及采取一定的管理行动，并上报至相关风险委员会。 

    就衍生品、回购和其它与金融市场交易对手的回购类型的交易，担保安排通常

由市场标准文件覆盖，例如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NAFMII）以及主回购协议。获取的担保品按照本行与交易对手协商的频

率进行定期估值且须符合本行有关合格担保品的内部指引。当交易对手违约时，如

果交易对方所在司法管辖区认可净额结算，则信用风险敞口按照净额结算方式计算。 

    衍生品的担保通常由主要币种货币和高评级政府或准政府债券组成。逆回购通

常与具有良好信贷条件的大型机构之间进行。本行对担保品使用扣减率以确保信用

风险的缓释与担保品有效价值相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9%93%B6%E8%A1%8C%E9%97%B4%E5%B8%82%E5%9C%BA%E4%BA%A4%E6%98%93%E5%95%86%E5%8D%8F%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9%93%B6%E8%A1%8C%E9%97%B4%E5%B8%82%E5%9C%BA%E4%BA%A4%E6%98%93%E5%95%86%E5%8D%8F%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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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行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 

项目 风险暴露（缓释前） 风险加权资产 

违约风险加权资产 
 316,966   

 231,915  

信用估值调整风险加权资产  41,913  

证券融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687,208   8,236  

与中央交易对手交易形成的信用风险  111,861   56,123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合计  1,116,034   338,187  

 

5.5 银行账户利率风险 

    本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敞口主要源于管理零售银行及企业银行资产负债利率风

险所产生的头寸，为获取收益/长期资本收益/流动性管理而持有的债券投资、同业

拆借以及银行自身发行的金融债和大额可转换存单等。重要币种为人民币和美元。 

    本行根据(1)固定利率产品的到期日；(2)浮动利率产品的利率重定价日；以及

(3)无到期日存款的假设（隔夜或 1个月）计算利率重定价风险敞口。无到期日存

款的重定价日假设是根据客户行为对市场价格变动的敏感性而设定的，每年对其进

行重审。 

    本行采用尾部风险价值、经济价值变动和净利息收入变动分别按周和按月对银

行账簿利率风险敞口进行监控监测。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根据银保监会有关《银行账簿利率风险计量报表(标

准化计量框架简化版)》重要币种、经济价值利率冲击情景、净利息收入利率变动

假设的计量要求，本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敞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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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经济价值增加/(减少) 净利息收入增加/(减少)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美元 

平行向上 (166,812) (7,585) (48,955) (10,999) 

平行向下  169,809 7,826 (82,465) (14,993) 

变陡峭 4,669 3,483   

变平缓  (37,380) (5,137)   

短期利率上行 (90,356) (7,750)   

短期利率下降 78,590 7,994   

 

5.6 资产证券化风险 

本行采用《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标准法计量资产证券化产

品。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行存续期持有的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暴露总额为

2.35亿元，风险权重为 20%，风险加权资产为 4,690万元。本行根据中国财政部颁

布的会计准则将银行账户下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投资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交易账户下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损益的金融资产”。 

人民币万元 2022 年 12月 31日 

类别 金额 

按交易类型划分 23,452  

  传统型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余额 23,452  

  合成型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余额 -    

按风险暴露种类划分  23,452  

  资产支持证券  23,452  

按风险权重划分  23,452  

  风险权重≤20%  2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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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是本行资本管理和规划的重要手段。本行依据监管和内

部资本管理和目标的要求，预测基础情景和不同压力情景下本行未来三年的资本需

求和资本供给。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的治理架构如下图所示： 

 

三年资本规划报告和风险管理评估报告分别由本行资产负债委员会和风险执行

委员会审核，由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核，经本行董事会最终批准后于次年四个

月内上报银保监会。 

资本管理政策 

    本行资本管理政策根据银保监会相关规定并参考集团管理要求制定。资本管理

政策阐述了资本管理和资本规划的要求，目标资本水平和股利政策。该政策下的资

本管理标准是对实现资本管理目标流程及方式的详述。资产负债委员会监督资本管

理并定期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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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偏好和风险评估 

风险偏好陈述是在考虑本行战略和业务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对本行承受风险的

种类、质量及数量的总述。风险评估报告详述了本行各类风险的治理框架、政策和

流程。 

压力测试 

    压力情景和宏观经济变量参数由集团内经济学家制订，并由董事会下设的风险

管理委员会批准。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压力测试环节根据宏观经济变量参数测算在

轻、中、重三种压力情景下的资本需求及供给。 

三年资本规划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首先需要制订压力情景和宏观经济变量参数，再通过未

来三年财务数据预测及风险评估得到基准和压力情景下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并以此

为依据调整和优化资本结构；若预计压力情景下的资本供给可能不足，本行会考虑

运用应急资本管理措施来扭转不利情形以满足监管和内部的资本管理目标和要求。

具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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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审查 

本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需经过内部审计部门的独立审查，确保其符合《资

本管理办法（试行）》及本行相关政策的要求。 

 

   

7. 薪酬管理 

基本宗旨 

    本行的薪酬制度旨在建立一个薪酬框架，用于吸引和保留人才、激励员工，并

结合星展集团（简称“集团”）制定的风险管控制度搭建长期有效的绩效奖励机制，

倡导与绩效挂钩的奖惩文化。星展银行的整体薪酬一直秉持遵循金融稳定委员会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及当地相关监管机构制定的准则和指引的基本宗

旨，并充分体现集团核心价值观和相关员工行为管理。 

    基本薪酬原则如下： 

主要原则 内容 

薪酬应切实挂钩绩效 ▪ 贯彻实施以绩效为主的薪酬文化 

▪ 确保整体薪酬方案与公司长短期业务目标紧密联系 

▪ 通过固定薪酬和可变薪酬的有机结合来实现可持续的业务发展目

标并体现公司的核心价值观 

薪酬应具有市场竞争力 ▪ 注重与本地市场上相类似的其它金融机构在整体薪酬上的竞争力 

▪ 同时强调对优秀员工的薪酬差异化，使得其在本地市场上保有一

定的领先优势 

薪酬应紧密结合风险管控 ▪ 强调星展审慎风险和资本管理原则以及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 

▪ 依据公司长期业务目标综合考量薪酬激励的支付、递延和扣回等

安排 

▪ 销售业绩奖金设计着重鼓励正确的销售行为 

 

 

薪酬管理 

    本行董事会下设立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下称“提名薪酬委员会”）负责审

议提名与薪酬政策等事项。本行提名薪酬委员会由三位董事组成，主席由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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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2022年，召开了 4次提名薪酬委员会会议。提名薪酬委员会成员中，1名非

执行独立董事以及 1名非执行董事从本行领取董事津贴。 

    2022 年，本行董事（独立董事及非执行董事）薪酬总额约为 249 万元，本行

监事未在本行领取监事费或其他薪酬福利。 

    提名薪酬委员会具体负责依据法律法规和集团薪酬政策和框架，就与本行员工

相关的薪酬管理制度和政策进行审核，并负责审议全行绩效考核的总体结果及相应

绩效薪酬预算等事项；确保年度可变薪酬将风险调整因素以及长期利益和价值实现

的时间和不确定性纳入考量以及监督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激励方案等；负责

拟定董事和高级管理成员的选任程序和标准，并对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任职资格进

行初步审核。 

 

整体薪酬组成 

    整体薪酬的组成要素、目标和具体实施内容见下表： 

薪酬要素 目标 具体实施内容 

基本工资 ▪ 确保在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中

保有一定的竞争力  

 

▪ 依据市场需求变化，员工本身

的职业技能和经验，集合岗位

职责和员工表现制定合理的基

本工资 

▪ 基本工资一般一年审核一次 

现金激励及递延薪酬 ▪ 整体薪酬的必要组成且与业

绩紧密挂钩 

▪ 倡导员工对于股东和各利益

相关方长期利益和价值的创

造 

▪ 与各个风险时点管控保持一

致 

▪ 在分配过程中不仅关注个人业

务表现，也结合整体业务部

门，地区，国家乃至整个集团

的整体业绩 

▪ 绩效评估紧密结合年度绩效评

分卡 

▪ 激励水平超过一定额度后，超

出部分将依据金额大小按照规

定的比例进行递延 

▪ 根据本行薪酬制度及本地监管

要求认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员工，其

可变薪酬将递延至少40%。 提

名与薪酬委员会将对递延门槛

以及递延比例进行定期审议和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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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薪酬核定 

    基于本行“重绩效、强风控”的薪酬框架，绩效薪酬额度核定综合考量了各个

部门的实际需要，又体现了星展的整体业绩评估结果。 

核定流程 核定要求 

绩效薪酬总额 ▪ 本行年度绩效薪酬总额充分结合了同期市场情况以及下列因素的

影响： 

– 主要年度风险指标的完成情况 

– 员工和股东之间利益分配 

部门绩效薪酬的分配 ▪ 本行行长基于对各个部门业绩评估结果分配各个部门的绩效薪酬 

▪ 同时，充分结合审计、合规和风控部门提供的相关风险的有效反

馈综合进行调配 

员工绩效薪酬的分配 ▪ 部门经理将由根据部门内各个团队和个人的业绩评估结果进行进

一步的分配 

▪ 每个员工的绩效薪酬是基于其个人对于年度个人绩效评估以及对

公司核心价值观的贯彻执行情况综合决定 

▪ 出现纪律处分的情形时，员工的绩效薪酬将可能受到影响。 

     

    本行内审部门、合规部门和风控部门员工的绩效薪酬将按其各自年度指标完成

情况独立考核，不受其管控的相关业务部门业绩表现的影响，以避免任何利益冲突。 

    销售人员激励方案强调与客户发展互惠共赢的长期关系而非仅关注短期收入。

其业绩目标中也包含了非财务指标，例如客户评价，风险管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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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薪酬 （股权激励） 

递延方案目标 具体内容 

▪ 创建一种员工股东利益一

体化的文化 

▪ 使得员工可以共享集团的

进步和成绩 

▪ 保留人才 

▪ 员工股权激励由两部分组成，即，基本激励和留用奖励 

▪ 留用奖励的设置是为了进一步留住优秀员工，一般为全部基本

奖励股份数量的15％ 

▪ 递延薪酬将通过四年归属期发放，员工离职时未归属部分即刻

失效，除非发生员工重病，残废，退休或身故等特殊情况 

▪ 在公司担任助理经理至副总裁职级的员工也可通过股权激励计

划获得股份，其主要目的是留才。 

归属时间表 追索及扣回 

基本激励 

▪ 其中 25%将在授予日的一

年后兑现 

▪ 25%将在授予日的两年后

兑现 

▪ 25%将在授予日的三年后

兑现 

▪ 剩余的 25%将在授予后的

第四年兑现 

 

留用奖励 

▪ 都将在授予后的第四年

100% 兑现 

如有以下情况，所有已归属与未归属的递延激励，包括留用奖励，

均可被追索、扣回： 

• 严重违反公司风控制度 

• 集团财务报表或其他主要业绩指标的重大调整 

• 由于个人过失、疏忽、有意或无意涉险或其他个人不当行为对

集团造成重大损失的 

• 违纪违规或欺诈 

 

该机制的时效为递延股权授予日后的7年。 

 

已发放的奖金也同样适用于上述追索和扣回机制。该机制的时效为

奖金发放日后的7年。 

 

    销售奖金超过一定金额后也会按比例递延发放，通过三年归属期发放，留用奖

励为全部奖励的 15%。  

    本行也将根据本地市场发展和人才竞争状况，给予部分员工留才股票。该留才

股票在授予后三年分批解锁兑现，其中 33%将在授予日的一年后兑现，33%将在授

予日的两年后兑现，34%将在授予日的三年后兑现。 

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 

    本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包含总行行长、总行副行长、首席风险控制官、首席运营

官、首席财务官、首席信息官、合规负责人、内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所有分行

行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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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名单 

    本行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包含业务部门主管（个人银行业务部、财

资市场部、企业及机构银行部、环球交易服务部）及其他董事总经理、风险控制部

门（内审部、法律合规及秘书处、风险管理部）的其他董事总经理、人力资源部主

管及支持部门（人力资源部、财务部、科技运营部）其他董事总经理。此外，年度

奖金超过一定金额的员工及其直线经理也会被定义为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员工。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员工的薪酬 

    本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员工在 2022 年度的薪酬情况

如下： 

• 2022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为 29 人（包括

离任、调任、转调人员）。  

• 2022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获得的工资津

贴总额为 6,757万元人民币，没有需要支付离职金的情形出现。  

• 2022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上的员工获得的可变薪

酬总额为 4,955万人民币，其中未受限绩效薪酬总额为 2,686万人民币（于

2023 年 2 月支付），以递延方式授予且尚未发放的绩效薪酬总额为人民币 

2,269万元（包括 1,592万人民币递延股票和 677万人民币递延现金）。  

2022年度未发生绩效薪酬的止付，延期追索和因故扣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