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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1 公司简介

湖北银行是一家拥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传承意义的银行，

最早可追溯到 1928 年，湖北省银行在汉口成立。2010 年初，在

武汉打造区域金融中心的大背景下，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原宜

昌、襄阳、荆州、黄石、孝感五家城市商业银行的基础上，采取

新设合并的方式组建湖北银行。经原中国银监会批准，2011 年 2

月 25 日，湖北银行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武汉市。

近年来，湖北银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守定位，深耕本土，紧跟经济发展新形势，加强与

地方经济的融合，围绕高质量发展和风险管理两项重点工作，坚

守“服务政府、服务中小、服务民众”市场定位，坚持走“错位

经营差异化高质量发展”道路，注重质量、效益、速度协调并进，

全面推动业务转型、渠道转型、服务转型，大力推动客户细分、

产品优化、定价管理、风险管理、科技支撑、人力资源配置及内

部管理等能力建设，朝着治理结构完善、业务模式清晰、客户结

构合理、渠道有机整合、风险管控稳健、内部控制严密及盈利能

力良好等一系列目标努力奋斗。

湖北银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公司治理体系。坚持

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同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党委把方

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高级管理层“三会一层”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等各环节的权

责边界和工作规则清晰有效，授权与监督体系持续优化，“三重

一大”事项决策机制、议事规则与流程严格执行，保证决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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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有力、监督有效、运转高效的规范治理，有效维护股东的长

远利益，为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1.2 披露依据

本报告根据原中国银监会 2012 年 6 月发布的《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

1.3 披露声明

本报告是按照银保监会监管规定中资本充足率的概念及规

则而非财务会计准则编制
1
，因此报告中的部分资料并不能与本行

年度报告的财务资料直接进行比较。本报告包含若干对本行财务

状况、经营业绩及业务发展的前瞻性陈述。这些陈述乃基于现行

计划、估计及预测而做出，与日后外部事件或本行日后财务、业

务或其他表现有关，可能涉及的未来计划亦不构成本行对投资者

的实质承诺。故投资者不应对其过分依赖。

2.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2.1 被投资机构并表处理方法

按照监管要求，本行在计算并表资本充足率时，对不同类型

被投资金融机构分别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
序号 被投资机构类别 并表处理方法

1
拥有多数表决权或控制权的

金融机构（保险公司除外）
纳入并表范围

2
拥有多数表决权或控制权的

保险公司

不纳入并表范围，从各级资本中对应扣除资本投资；若存

在资本缺口，扣除相应的资本缺口

3
对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

投资

不纳入并表范围，将核心一级资本投资合计超过本行核心

一级资本净额 10%的部分扣除，其他一级资本投资和二级

资本投资应从相应层级资本中全额扣除，未达到门槛扣除

限额的部分计算风险加权资产

1 2022年及 2021年数据均为审计后合并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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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

投资

不纳入并表范围，将投资合计超出本行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0%的部分从各级监管资本中对应扣除，未达到门槛扣除限

额的部分计算风险加权资产

2.2 纳入并表范围的主要被投资机构

2022 年，本行无纳入并表范围的被投资金融机构，与财务并

表范围一致。

2.3 资本缺口及资本转移限制

截至 2022 年末，本行按照监管要求衡量不存在资本缺口。

报告期内不存在资本转移限制的情况。

3.资本及资本充足率

3.1 资本充足率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算的本行资本充

足率计算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850,897 2,762,732

2 一级资本净额 2,950,897 2,862,732

3 资本净额 3,756,363 3,615,379

4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30,436,079 26,036,682

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37% 10.61%

6 一级资本充足率 9.70% 11.00%

7 资本充足率 12.34% 13.89%

3.2 资本构成

本行根据《资本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计量的资本构成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 核心一级资本 2,915,105 2,768,034

2 实收资本 761,165 761,165

3 资本公积 1,061,616 1,061,616

4 盈余公积 169,275 147,718

5 一般风险准备 585,800 50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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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分配利润 337,249 292,735

7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 -

8 其他 - -

9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目 64,208 5,302

10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 3,580 5,302

11 门槛扣除项目 60,628 -

12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850,897 2,762,732

13 其他一级资本 100,000 100,000

14 一级资本净额 2,950,897 2,862,732

15 二级资本 805,466 752,647

1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可计入金额 449,967 449,988

17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355,499 302,659

18 二级资本扣除项目 - -

19 资本净额 3,756,363 3,615,379

截至 2022 年末，本行净递延税资产余额超过门槛扣除限额，

已在资本中进行扣除。相关门槛扣除限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月 31 日

1
一、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限额

2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 932,795 835,613

3 权重法下贷款损失准备最低要求 429,363 407,179

4 权重法下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503,431 428,433

5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

准备限额
355,499 302,659

6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355,499 302,659

7 二、适用门槛扣除法的各项目扣除限额

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

核心一级资本
1,915 70

9 相关限额 291,152 276,273

10 应扣除部分 - -

11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

核心一级资本
49,532 46,117

12 相关限额 291,152 276,273

13 应扣除部分 - -

14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351,780 262,663

15 相关限额 291,152 276,273

16 应扣除部分 60,6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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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风险加权资产计量

下表列示了本行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

量的风险加权资产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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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28,795,425 24,515,360

2 表内信用风险 26,901,708 22,922,846

3 表外信用风险 1,893,717 1,592,514

4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 -

5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107,602 65,454

6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1,533,052 1,455,868

7 合计 30,436,079 26,036,682

4.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4.1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方法和程序

本行基本建立了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治理架构和政策制

度，明确了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相关部门在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程序中承担的职责，设计并完善了主要风险识别与评估、资本规

划、资本充足率压力测试的方法论和工作体系，包括政策和治理、

风险偏好、主要风险识别和评估、第二支柱资本附加、资本规划、

资本充足率压力测试、监测与报告六大内容，确保了本行资本管

理与风险管理的全面性和有效性。

2022 年，我行持续开展了内部资本充足评估工作，有效评估、

衡量所面临的风险。在风险评估上，持续优化主要风险评估的总

体流程、工作方法，结合我行管理实际，设计了评估模板，对各

责任部门所牵头管理风险的风险水平和管理能力进行了评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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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主要风险得到充分识别、计量、监测、控制和报告；在资本充

足率压力测试中，进一步优化了信用风险压力测试，适应新金融

工具准则变化要求，调整金融资产减值、应收款项类投资等数据，

准确反映信用风险各压力情景结果；在结果运用上，通过主要风

险识别和评估，寻找全面风险管理的潜在风险点和薄弱环节，并

推动整改落实，通过资本规划及资本补充计划，制定资本缺口下

资本应急补充预案，防范金融风险。

4.2 资本规划及资本管理

本行按年根据资本规划确定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根据长期

战略规划及上市工作安排，结合 2022 年经营预算和资本补充计

划，明确了 2022 年资本充足率的管控目标，并纳入年度综合经

营计划，确保年度资本充足率目标与业务发展计划相适应。在日

常资本管理工作中，本行通过定期对资本充足率进行监测、分析

和控制，采取合理把控资产增速、调整资产结构、内源资本积累

与外源补充并重等措施保证资本充足率水平满足监管要求和经

营管理需要。

5.全面风险管理

本行建立了以风险资产管理为核心的事前、事中、事后风险

控制系统，健全各项业务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完善风险

责任追究与问责机制，将各类业务、各种客户经营中由本行承担

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信息科技风险、

声誉风险等纳入全面风险管理。在日常风险管理工作中，由业务

部门或机构、风险管理部门和内部审计部门组成职责明确的风险

管理“三道防线”，共同致力于风险管理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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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在合理的风险水平下安全、稳健经营。本行在业务经营中主要面

临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本行通过持

续的风险识别和评估来监控各类风险。本行风险管理在坚持“业

务发展和风险防范并重”理念的基础上，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

体系，持续强化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

信息科技风险、声誉风险等主要风险的管理，推动主要风险指标

达到监管要求。

6.信用风险

6.1 信用风险管理

信用风险是指借款人或交易对手无法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而蒙受损失的可能性。本行信用风险主要来源于表内外信贷业

务、投融资业务等领域。本行致力于建设职能独立、风险制衡、

三道防线各负其责的信用风险管理框架，并执行覆盖全行范围的

信用风险识别、计量、监控、管理政策和流程，推动本行的风险、

资本和收益相匹配。本行建立了信用风险管理架构，明确了董事

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和报告路径，

提升信用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2022 年，本行主要采取了以下信用风险防控措施：一是持续

完善授信业务结构。聚焦“政府重点项目、民生改善工程、中小

企业成长、科技创新发展、个人消费金融”五大领域，落实普惠

小微“两增两控”监管要求，加强授信集中度管理，完善授信业

务结构；二是持续完善信贷管理体系。印发授信政策指引，完善

授信业务制度，强化授信业务监督管理；三是持续强化授信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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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优化授信审查审批流程，严把授信审查审批关口，提升授

信审查审批质效；四是持续加强授信执行合规管理。定期和不定

期开展授信执行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检查，强化授信执行管理；五

是持续健全贷后管理机制。制定贷后管理提升工作方案，健全例

会制度，建立“人户合一”工作机制，提升贷后管理质效；六是

持续加大风险监测力度。建立授信业务风险监测管理机制，强化

实时管控、事前管控和节点管控，提升授信风险监测管理能力；

七是持续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综合运用“清、盘、转、核”等多

种方式，提升不良资产重点项目清收处置实效。

6.2 信用风险计量

本行依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权重法的相

关规定确定适用的风险权重，并计算其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下表

列示了本行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主体及权重划分的信用风险

暴露信息。
信用风险暴露（按主体划分）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风险暴露 未缓释的风险暴露

1 表内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40,126,191 38,835,050

2 现金类资产 2,201,554 2,201,554

3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1,297,806 1,297,806

4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 4,405,241 4,405,241

5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7,270,268 7,080,577

6
对在其他国家/地区注册金融机构的

债权
0 0

7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12,536,021 11,473,810

8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1,384,757 1,351,905

9 对个人的债权 4,477,263 4,470,876

10 租赁资产余值 - -

11 股权投资 49,532 49,532

12 其他 6,503,749 6,503,749

13 证券、商品、外汇交易清算过程中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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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风险暴露

14 资产证券化表内项目 - -

15 表外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4,269,306 2,588,312

16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 -

17 合计 44,395,497 41,423,362

表内信用风险暴露（按权重划分）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风险权重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 0% 4,614,196 4,313,821

2 20% 4,695,781 3,867,025

3 25% 3,585,715 3,458,409

4 50% 2,428,211 2,308,428

5 75% 3,394,571 2,914,244

6 100% 19,766,480 16,594,153

7 150% - -

8 250% 340,684 308,779

9 400% - -

10 1250% 9,412 11,682

11 合计 38,835,050 33,776,541

6.3 信用风险缓释

本行以审慎稳健的风险偏好为主线，大力加强信用风险管

理，持续优化信贷资产配置结构，积极开展组合风险和限额管理；

坚定不移压降不良信贷资产，积极实施主动风险管理；加强信贷

关键环节综合治理，提升授信审查审批质效，强化授信执行合规

管理，做实做细贷后管理，不断夯实风险基础管理。

本行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以抵质押品和保证为主，并制定了

《湖北银行授信担保管理办法》予以规范。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

管理流程涉及贷前、贷中、贷后各环节，其中：抵质押品的具体

管理流程包括调查、审查、价值评估、核查、落实抵（质）押担

保手续、保险、权证保管、贷后检查、重估值、变更和释放、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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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处置等，以确保选择的押品合法有效、足值保值、易于处置；

保证的具体管理流程包括调查、审查、落实保证担保手续、贷后

检查、诉讼等，涉及专业担保公司保证的，则按照《湖北银行融

资担保公司担保授信业务管理办法》执行，以确保准入的保证人

具有较强的保证能力，能切实起到风险抵补的作用。

本行接受的抵押品类型主要有：房产（含住宅、商铺、写字

楼、厂房、在建工程）、土地、机械设备、交通工具、矿山开采

权等；接受的质押品类型主要有：存单、保证金、债券、股权（以

上市公司股权为主）、商业票据（以银行信用票据为唯一选择）、

应收账款等。

下表列示了本行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按照《商业银行资本

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权重法下各类合格信用风险缓释工具

覆盖的风险暴露情况。

权重法下各类合格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覆盖的风险暴露

单位：人民币万元

现金类资产
我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银

行、我国政策性银行

我国公共部

门实体

我国商业银

行

表内信用风险 432,119 - - 859,022

表外信用风险 1,555,573 - - 125,422

交易对手信用风

险
- - - -

合计 1,987,692 - - 984,444

6.4 贷款质量及贷款减值准备

贷款五级分类分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贷款五级分类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正常类贷款 20,436,958 93.96 16,979,073 93.64

关注类贷款 883,468 4.06 745,719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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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类贷款 303,965 1.40 221,316 1.22

可疑类贷款 123,243 0.57 183,521 1.01

损失类贷款 2,155 0.01 2,342 0.01

贷款总额 21,749,789 100.00 18,131,972 100

不良贷款合计 429,363 407,179

逾期贷款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逾期 3个月以内（含） 115,673 23.17 112,523 24.90

逾期 3个月至 1年（含） 156,976 31.44 240,093 53.12

逾期 1年以上至 3年（含） 193,521 38.77 96,820 21.42

逾期 3年以上 33,028 6.62 2,517 0.56

逾期贷款合计 499,198 100.00 451,953 100.00

贷款减值准备变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上年年末余额 835,612 924,777

本年计提 340,320 274,064

本年转销 -254,314 -418,607

收回原转销贷款和垫款 19,107 49,293

其他变动 -7,930 6,086

年末余额 932,795 835,613

6.5 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

机构以资产支持证券的形式向投资机构发行受益证券，以该财产

所产生的现金支付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的结构性融资活动。

本行历年发起过的资产证券化均为传统型资产证券化。

本行作为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起机构承担的风险主要根据监

管要求持有的次级部分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失，除此之外，其他风

险均已完全通过证券化操作转移给其他实体。作为资产支持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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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投资者，通过购买、持有资产支持证券获取投资收益，并

承担相应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截至 2022 年末，

本行作为发起机构的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余额为 0元，作为投资

者持有资产证券化资产余额为 0元。

6.6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通常是指在最终清算交易现金流前交易

对手违约导致的风险。截至报告期末，本行不涉及交易对手信用

风险。

7.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出现不利变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

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具体包含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和其他商

品价格风险。报告期内，本行外汇敞口处于较低水平，未开展贵

金属交易和衍生品交易业务，因此本行的市场风险主要为利率风

险。利率风险是指利率水平、期限结构等要素发生不利变动导致

金融工具和头寸整体收益和市值遭受损失的风险。本行的利率风

险主要存在于交易账户及银行账户中。

7.1 市场风险管理

本行建立了市场风险管理架构，明确了董事会、监事会、高

级管理层及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和报告路径，提升市场风险管

理的有效性。

2022 年，本行主要采取了以下市场风险防控措施：一是完善

市场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成立同业管理中心，统一管理全行市场

风险，并优化市场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程序，进一步完

善市场风险管理组织体系；二是分层实施“制度先行”。持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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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业务制度制定和修订工作，梳理排查业务风险点，规范业务流

程，强化制度引领和执行；三是强化市场风险内部控制。根据国

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结合我行风险偏好和盈利要求，动态调整资

产负债结构、金融交易策略，定期监测和分析市场风险指标。

7.2 市场风险计量

2022 年末，本行采用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市场风

险总的资本要求为 8,608.14 万元,其中利率一般市场风险资本要

求为 5,351.54 万元，利率特定风险资本要求 3,256.60 万元。

8.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员工、信息科

技系统，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具体包含法律风险。

8.1 操作风险管理

本行建立了由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操作风险管理

部门、各职能部门、内部审计部门及操作风险管理岗等组成的操

作风险管理架构，涵盖总分支各级机构。

2022 年，本行主要采取了以下操作风险防控措施：一是以“四

个对标”为基础，建立优化清单，加强制度体系优化；二是开展

操作风险监测，定期监测驱动因素、事件类型、产品条线、业务

领域及暴露途径等五方面指标，有效掌握操作风险状况及管控情

况；三是夯实操作风险管理基础，组织风险排查，加强重点领域

操作风险提示，完善操作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不断提升操作风险

管理的有效性；四是加强操作风险培训，建立“条块面”相结合

的立体化教育培训模式，将业务与操作风险相结合，层层传导，

提升各层级机构、部门、岗位履行操作风险管理职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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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反洗钱

洗钱风险是指商业银行在开展业务和经营管理过程中，机构

和员工因没有严格履行反洗钱或反恐怖融资法定义务和应尽职

责、从事洗钱活动、疏于防范可能被违法犯罪活动利用从事洗钱、

恐怖融资和扩散融资等原因，导致法律制裁、监管处罚、重大财

务损失和声誉损失的风险。本行建立了由董事会、监事会、高级

管理层、总行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和各分支机构共同组成的洗钱

风险管理架构，着力构建风控严密、管理精细、系统支持有力的

反洗钱工作体系。

2022 年，本行主要采取了“五抓五促”的洗钱风险防控措施：

一是抓洗钱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完善总行部室反洗钱考核制

度，修订重大反洗钱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促进反洗钱工作质

效提升；二是抓洗钱风险评估与监测，落实客户身份识别、大额

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受益所有人识别、可疑交易报告后续控制

等要求，促进洗钱风险管理水平提升；三是抓反洗钱监测分析系

统建设，启动新一代反洗钱系统建设项目，促进洗钱风险防范能

力提升；四是抓调查研究能力强化，促进研究成果转化；五是抓

反洗钱意识宣导与培训，持续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切实履行反洗

钱义务，营造知法守法的反洗钱氛围，促进反洗钱意识提升。

8.3 操作风险计量

本行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2022 年末，操

作风险资本要求为 122,644.19 万元。

9.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本行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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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偿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支付义务和满足正常业务开展的其他

资金需求的风险。本行流动性风险主要来自存款人提前或集中提

款、借款人延期偿还贷款、资产负债的金额与到期日错配等。

9.1 流动性风险管理

本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建立科学完善的流动性

风险管理机制对流动性风险实施有效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

确保本行在正常经营条件及压力冲击下，能及时满足本行资产、

负债及表外业务引发的流动性需求和履行对外支付义务，并以此

为基础有效平衡全行资金的效益性和安全性。本行建立了权责明

晰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结构，明确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相关部门

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的作用、职责及报告路径，以提高流动性风

险管理的有效性。

本行持续推进流动性风险识别、计量和监测体系建设，以限

额管理为抓手，强化情景分析、压力测试、应急演练，增加优质

流动性资产的储备，将流动性风险控制在合理的限额内，确保不

发生流动性风险事件。

2022 年，本行主要采取了以下流动性风险防控措施：一是完

善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制定了 2022 年流动性风险限额和 2022

年流动性风险防控实施方案；二是强化日间流动性管理，提高资

金头寸管理效率；三是开展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和应急演练，扩

大演练覆盖范围，提升流动性风险应急处理能力；四是不断丰富

主动融资渠道，充分运用央行货币工具，继续加强与政策性银行

的转贷款合作。

9.2 流动性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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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本行流动性监管指标均满足监管要求。其中，流动

性比例为 87.78%，净稳定资金比例为 136.63%，流动性覆盖率为

218.28%。

10.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指利率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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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

本行逐步建立了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体系，明确相关职

责，明晰了本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目标、政策和程序、监测、

控制和信息披露要求。

本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的目标是确保本行在可接受的

利率风险范围内经营业务，平衡利率风险与收益，实现股东价值

最大化。

本行综合运用缺口分析、久期分析、敏感性分析、情景模拟

及压力测试等方法对不同风险来源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进行计

量，设置银行账簿利率风险限额，定期对限额指标进行监测、分

析与控制。

2022 年，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持

续开展银行账簿利率风险评估，基于 ICAAP 框架对其风险水平和

管理能力进行评估，风险管理能力得分较上年提升；二是利率风

险敏感度、净利息收入敏感度等银行账簿利率风险限额指标持续

向好，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整体可控；三是按季监测并报告银行账

簿利率风险变动情况，按年开展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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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分析

2022年 12月末，本行最大经济价值变动为741,998.69万元。

11.其他风险

11.1 银行账簿股权风险

截至 2022 年末，本行共有五笔股权投资，共计 59,665 万元。

本行对大额和非大额股权风险的计量严格遵循《商业银行资本管

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

银行账簿股权风险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权类型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公开股权余额 非公开股权余额 公开股权余额 非公开股权余额

金融机构 0 51,716 - 47,994

公司 0 7,949 - 7,958

合计 0 59,665 - 55,952

注：公开股权余额指银行账簿股权投资中在公开市场交易部分的账面价值，非公开股权余额指银行

账户股权投资中不在公开市场交易部分的账面价值。

关于股权投资会计政策请参见 2022 年度报告财务报表附注

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相关内容。

11.2 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由本行经营、管理及其他行为或外部事件导致

利益相关方对本行负面评价的风险。

本行建立了声誉风险管理架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高级

管理层及办公室在声誉风险管理中的作用、职责及报告路径，提

升声誉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2022 年，本行主要采取了以下声誉风险防控措施：一是强化

舆情监测，确保 24 小时监测、重要舆情第一时间上报、最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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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处理；二是加强舆情应对处置，立足“事前、事中、事后”各

环节，形成全周期闭环管理，完善常态化舆情应对机制；三是主

动与媒体沟通联络，依法依规做好信息公开，积极赢得正面评价，

维护良好企业形象；四是加大正面宣传力度，聚焦本行强化金融

服务、优化金融营商环境、落实助企纾困、担当金融使命等主题

开展宣传工作，在省级以上党媒刊发新闻报道合计 26 篇，其中：

中央级媒体 4 篇，省级以上党报党刊 5 篇，其他客户端 17 篇。

各分支行在当地主流媒体刊发正面报道合计 150 余篇。

12.薪酬

12.1 薪酬治理架构

根据监管要求，本行制定了薪酬与考核管理办法、绩效薪酬

延期支付管理办法等制度，建立了全行统一的薪酬管理架构与体

系，全面规范薪酬管理工作。薪酬由固定薪酬、可变薪酬和福利

等构成。薪酬管理重大事项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确定或由提

名与薪酬委员会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决策，相关事项报主管部门

批准或备案。其中，本行由主管部门直接任命、管理的企业负责

人的薪酬根据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管理相关制度及年度考核

结果核定。在本行领薪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按

照股东大会、董事会确定的薪酬分配方案执行。

12.2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本行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要负责拟订董事及由董事会聘任

的高管及其他人员的选任程序和标准；对本行董事及根据本行章

程规定的由行长提名并由董事会聘任的本行高管及其他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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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初步审核，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审议本行薪

酬管理制度和政策，拟订董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的考核办法和薪

酬方案，向董事会提出薪酬方案的建议，并监督方案实施；拟订

董事会年度费用预算方案，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定期与高级管理

层及部门交流本行人事及薪酬状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董事会

授权的其他事宜。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由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组成，包括执行董

事赵军，独立董事刘冬姣、郑春美。其中，独立董事刘冬姣担任

委员会主任委员。2022 年，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共召开了 6

次会议，对高管聘任、董事履职评价、核定独立董事薪酬、高管

考核等议案进行了研究，为董事会决策提供了参考意见。

12.3 薪酬管理政策

为充分发挥薪酬资源对激发业务活力和战略转型的导向作

用，本行不断完善薪酬考核体系，薪酬遵循竞争性、激励性、岗

位价值匹配性、合规性及保障性的总体原则，坚持以经营业绩为

导向，薪酬与绩效考核挂钩的联动机制，确保员工年度薪酬与其

价值创造贡献度和实际绩效表现相匹配。报告期内本行持续加大

绩效分配指引力度，引导分支机构合理分配和使用薪酬资源，进

一步调动机构与员工工作积极性。

本行将风险、合规相关指标同步纳入绩效考核体系，通过建

立多维度指标综合评价各经营单位的业绩表现，发挥薪酬对风险

管控的约束作用，以促进本行稳健经营和可持续发展。

本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信息和年度薪酬情况，请参见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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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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