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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公司简介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 1999 年 9 月，是一家

国有参股混合所有制企业。2008 年开展跨区经营，目前已设立东莞、广州、深

圳等 13 家分行，下辖 63 家一级支行、95 家二级支行、4家小微支行及 3家社

区支行；发起设立重庆开州、东莞长安等 6 家村镇银行，参股邢台银行；现有

注册资本 23.416 亿元，员工 5,706 人。近年来公司荣获中国“年度支持地方经

济发展奖”“低碳公益推广企业公益贡献奖”“卓越资产管理城市商业银行”

等荣誉；在英国《银行家》杂志最新的世界银行排名中位列全球银行业 304 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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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发布的《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资本监管配

套政策文件的通知》（银监发〔2013〕33 号）等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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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报告中的部分资料并不能与公司年度报告的财务资料直接进

行比较。

本报告包含若干对公司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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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后外部事件或公司日后财务、

业务或其他表现有关，可能涉及的未来计划亦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

故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不应对其过分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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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一）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公司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算各级资本充足率。并表

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包括公司以及符合《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

定的公司直接或间接投资的金融机构。

（二）被投资机构并表处理方法

按照监管要求，公司在计算并表资本充足率时，不同类型被投资机构并表

处理方法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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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并表范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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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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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对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

投资

不纳入并表范围，将投资合计超出公司核心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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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监管并表与财务并表的差异

根据监管要求，保险公司和工商企业不应纳入资本充足率并表范围。2023

年末，公司不存在上述子公司，因此公司并表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和财务并表

范围不存在差异。

（四）纳入并表范围的被投资机构

公司依据原中国银监会2012年6月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6

计量资本充足率。并表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包括公司以及符合《商业银行资本

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公司直接或间接投资的金融机构类附属子公司。2023

年末纳入资本充足率并表范围的被投资机构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名称 注册地
2023 年末

账面价值
持股比例 所属行业

1
重庆开州泰业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开州 3,155 63.10% 银行业

2
东源泰业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河源 5,600 56.00% 银行业

3
枞阳泰业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铜陵 8,102 84.55% 银行业

（五）资本缺口及资本转移限制

2023 年末，公司持有多数股权或拥有控制权的被投资金融机构不存在监管

资本缺口。报告期内，公司内资金转移无重大限制。

三、资本及资本充足率

（一）资本充足率

2023 年末，公司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算的集团并表

口径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3.75%、9.91%、

8.87%，法人银行口径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

为 13.75%、9.90%、8.85%。2023 年，公司完成增资扩股项目，定向发行 16,160

万股普通股，募集资金约 21.35 亿元，完成 20 亿元的二级资本债券发行，有效

补充二级资本；同时公司利润继续保持稳步增长，资本得到有效补充，资本充

足率继续保持足够的缓冲区间。2023 年末资本充足率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和公

司的管理目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集团 母公司 集团 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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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580,365 3,562,530 3,020,833 3,002,967

一级资本净额 4,000,251 3,982,162 3,440,740 3,422,599

资本净额 5,554,275 5,532,688 4,734,730 4,715,675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40,382,884 40,234,592 35,292,292 35,254,643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87% 8.85% 8.56% 8.52%

一级资本充足率 9.91% 9.90% 9.75% 9.71%

资本充足率 13.75% 13.75% 13.42% 13.38%

（二）资本构成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2023 年末公司监管资本构成如

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核心一级资本 3,630,865

实收资本 234,160

资本公积 406,421

盈余公积 369,244

一般风险准备 637,657

未分配利润 1,945,226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901

其他 36,256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目 50,499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580,366

其他一级资本 419,885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419,632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253

一级资本净额 4,000,251

二级资本 1,559,104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可计入金额 1,099,661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458,936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507

二级资本扣除项目 5,080

总资本净额 5,554,275

根据原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资本监管配套政策文件的通知》（银

监发 〔2013〕33 号）附件 2《关于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

的规定披露的信息请参见本报告附件，包括资本构成、资产负债表项目展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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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表、资本构成项目与展开的资产负债表项目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资本工具主

要特征。

（三）门槛扣除限额与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资本投资余额及递延资

产的相关门槛扣除限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适用门槛扣除法的项目 金额
资本扣除限额 与上限的

差额项目 金额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

数资本投资
365,293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

（仅扣除全额扣除项

目）的 10%

358,234 7,05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

数资本投资
17,486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

（扣除全额扣除项目

和小额少数投资应扣

除部分后）的 10%

358,037

-340,551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

净递延税资产（扣除递延税

负债）

211,055 -146,982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为 45.89

亿元，符合监管要求。相关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计量方法 项目 金额

权重法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465,993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458,936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458,936

（四）重大资本投资行为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重大资本投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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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收资本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由于定向增资发行股票，实收资本（股本）由人民币

2,180,000,0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2,341,600,000 元。

（六）风险加权资产计量

本公司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要求计量风险加权

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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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月 31日，本公司

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结果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40,382,884

-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37,322,446

-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1,167,273

-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1,893,165

四、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一）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方法和程序

公司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整体框架包括治理架构、政策制度、风险识别

和评估、压力测试、资本规划、信息披露、监测与报告及稽查等部分组成，在

综合考量和评估公司所面临的各类实质性风险的基础上，以中长期资本规划为

指引，衡量资本与风险的匹配水平，妥善处理资本使用和业务发展关系，评估

资本补充能力，确保在不同市场环境下持续保持与自身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资本

水平。2023 年，公司严格落实内部资本管理要求，有效编制及执行资本达标规

划，定期报告资本管理与执行情况；对面临的各类实质性风险进行评估，全面

分析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状况，调整经营策略；结合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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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压力测试情景，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集中度风险、银行账

户利率风险开展压力测试，评估压力情景下资本充足承压情况；定期监测资本

充足水平，结合业务经营计划，审慎评估资本缺口，前瞻性开展资本管理和资

本补充；按年开展资本专项稽核，对照监管要求，检查及评估资本充足水平、

信息披露、计量等情况，完善资本管理。

（二）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

在资本规划方面，公司以三年为周期制定资本管理规划，结合监管政策和

经营环境变化动态修订完善。公司于 2021 年制定新三年资本规划《东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资本管理规划（2022 年-2024 年）》，规划在综合考虑公司改革转

型、风险偏好、业务发展、未来资本需求、监管资本要求和资本可获得性的基

础上，合理设定未来三年资本充足水平管理目标，相应制定资本补充规划及资

本管理措施，确保资本充足水平满足监管要求和公司管理目标，有效支持公司

业务可持续发展。2023 年，公司严格落实资本规划要求，妥善处理资本使用和

业务发展关系，做好资本的分配管理，及时补充资本，资本充足水平达到监管

要求和规划目标。

公司依据中长期资本规划确定年度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制定了 2023 年度

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并将其纳入年度综合经营计划，确保年度资本管理计划与

各项业务计划相适应，并保证资本水平高于内部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公司通

过对资本充足率水平进行动态监控、分析和报告，与内部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

进行比较，采取包括合理把握资产增速、调整风险资产结构、提高内部资本积

累、从外部补充资本等各项措施，确保公司各级资本充足率持续满足监管要求

和内部管理需要，抵御潜在风险，支持各项业务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全面风险管理

公司始终坚持“稳健发展”的总基调，构建全覆盖、独立且与风险状况相

适应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将全面风险管理的结果应用于经营管理，确保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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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的有效性，不断提升资产质量，以行之有效的风控为公司持续稳健经营、

打造“精品银行”提供有力保障。

公司不断强化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使风险管理覆盖所有业务，覆盖所

有机构、部门、岗位和人员，贯穿决策、执行和监督全部流程环节。同时，在

机构设置、权责分配以及业务流程等方面均建立了分离制衡、相互制约、相互

监督的机制，分工合理，职责明确，汇报关系清晰，实现风险管理的全员参与、

全程控制。各层级、各岗位都能较好地发挥作用，确保风险管理政策在不同部

门、业务和产品中得到统一贯彻。

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风险管理体系的高效运行，确保全面风险管理

体系与风险状况相适应。一是持续深化风控体系改革，建立健全风险管控机制，

打造全面科学、集中集约、高效智能的风险管理体系，强化对资产质量的监测、

管控及考核，提高风险管理质量和效率；二是明确全行风险偏好和授信政策，

通过风险定价、风险限额和组合管理等手段，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传导机制及

复盘机制，统一全行风险标准，实现风险赋能业务；三是积极推动风险与业务

之间高效联动的协同合作机制，建设与业务发展相匹配的专业风控队伍，实现

事前、事中及事后的全流程、差异化风险管理，强化风险管理对业务发展的支

撑；四是全面提升智能化风控水平，借助大数据及科技的力量，优化风险管理

模型，推动风控系统建设，提高风险计量、监测、预警及控制水平。

六、信用风险

（一）信用风险管理

信用风险是指客户(或者交易对象)可能无法或者不愿意履行对公司负有约

定义务的风险。公司承担信用风险的资产包括各项贷款、拆放同业、买入返售

资产、存放同业款项、债券投资、特定目的载体投资、应收利息、其他应收款

和表外资产等。

信用风险管理指对信用风险进行主动识别、计量、监测、控制或化解、报

告的全过程。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经营目标，加强信用风险管控。一是政策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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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优化资产结构。加强市场研判分析，建立宏观、行业、市场及资产组合等

研究分析框架，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结合内外部环境，适时优化

调整授信政策及风险偏好，形成“研究 －策略 －执行”的逻辑闭环，发挥投

研一体化效应，强化风险限额管理，分散大额集中度风险，持续优化信贷结构。

二是主动融合，不断完善授信流程管理。围绕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强化

风控内嵌产品全流程，深化风险管理与业务各环节的主动融合，建立与业务发

展协调统一的风险策略，筑牢全行资产质量控制防线，实现风险管理对业务发

展的有效驱动。 三是分层分类，持续优化风险监测机制。进一步完善信用风险

监测体系，从广度及深度两方面进行优化调整，提高信用风险识别敏锐度，分

层分类开展监测及排查工作，加强对大额授信、重点领域及重点客群的监测排

查及风险管理，全面提升风险监测检查的有效性、精准化。四是科技赋能，不

断提升智能化风控水平。加大金融科技在风险管理各环节的应用，推动科技与

金融的有效融合，持续丰富和完善信用风险识别和评估工具，充分挖掘数据、

平台及系统的有效应用，不断提升业务发展及风险管理的系统化、数字化、智

能化水平。

（二）信用风险计量

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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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格缓释工具覆盖的部分采用缓释品适用的风险权重，计算

风险加权资产。2023 年末，公司信用风险暴露按照客户主体划分的情况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缓释前信用风险暴露 缓释后信用风险暴露

表内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57,853,119 54,617,039

现金类资产 4,462,658 4,462,658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3,257,832 3,257,832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 4,366,343 4,366,343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9,771,866 8,745,240

对在其他国家/地区注册金融机构债权 556,280 556,280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20,547,678 18,456,396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2,238,751 2,13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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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的债权 10,559,886 10,546,102

股权投资 214,676 214,676

资产证券化 78,578 78,578

其他表内项目 1,798,572 1,798,572

表外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9,804,794 5,889,517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299,105 151,067

总计 67,957,018 60,657,624

2023 年末，公司信用风险暴露按照风险权重划分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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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7,435 12,557,435

20% 4,991,119 4,841,119

25% 2,420,529 2,420,529

50% 4,188,670 4,188,670

75% 8,510,635 8,392,463

100% 24,596,465 21,628,557

150% 102,435 102,435

250% 330,928 330,928

337% 59,311 59,311

400% 57,697 57,697

1250% 37,894 37,894

总计 57,853,119 54,617,039

（三）信用风险缓释

公司主要通过合格的抵质押品、保证等风险缓释工具转移或降低信用风险。

公司建立并逐步完善担保管理体系，明确担保准入要求、规范流程管理并优化

押品管理系统建设。公司可接受的押品范围包括金融质押品、应收账款、房地

产和土地使用权、其他抵质押品，逐年对押品目录中押品细类、抵质押率标准

等进行优化更新。公司根据《商业银行押品管理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

释》等法律法规制定了《东莞银行押品管理办法》，规范了押品的全流程管理

要求，严格押品准入条件、强化押品尽职调查、审慎评估押品价值、明确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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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周期、规范权力设立及解除流程等措施，加强押品风险管理，提高信用风

险防控水平。公司接受的保证人类型主要包括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通

过严格保证人准入、合理评估保证担保能力、规范保证担保管理、建立融资担

保公司专项管理制度等措施，严格并强化保证人风险管理。2023 年末，公司权

重法信用风险暴露的风险缓释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表内信用风险

缓释

表外信用缓

释

交易对手信

用风险缓释
总计

现金类资产 332,375 2,854,271 - 3,186,646

我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银

行、我国政策性银行
1,026,626 - - 1,026,626

我国商业银行 1,868,018 - - 1,868,018

（四）贷款质量及贷款减值准备

公司的贷款五级分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金额 占比

正常类贷款 32,102,865 97.96%

关注类贷款 365,179 1.11%

次级类贷款 140,012 0.43%

可疑类贷款 47,089 0.14%

损失类贷款 117,547 0.36%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32,772,692 100.00%

公司按已逾期时间划分的贷款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金额 占比

逾期 3个月以内 163,657 0.50%

逾期 3个月到 1年 170,740 0.52%

逾期 1年到 3年 85,448 0.26%

逾期 3年以上 19,177 0.06%

逾期贷款合计 439,022 1.34%

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 32,772,692 100.00%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适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



15

工具确认和计量》，并搭建了新的金融资产减值模型。运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基于发生信用减值的阶段划分、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违约风险暴露、折现

率等参数，结合宏观经济前瞻性调整计量损失准备。

七、市场风险

（一）市场风险管理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不利变

动而使银行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公司将市场风险分为交易账簿市

场风险和银行账簿市场风险。公司主要面临的市场风险为交易账簿的利率风险、

银行账簿的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

公司建立了与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完善的市场风险管理

体系，明确市场风险治理架构下的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高级管理层、相

关部门的职责和报告要求，明确实施市场风险管理的政策和识别、计量、监测

与控制程序，明确市场风险报告、信息披露、应急处置及市场风险资本计量程

序和要求。

公司建立一套有效的市场风险管控措施。公司根据风险偏好和业务发展状

况定期调整市场风险限额，将涉及市场风险的所有业务和产品均纳入市场风险

限额管控，全年各项市场风险监控指标均处于风险偏好范围内；加强利率风险

和汇率风险研判，持续跟踪市场化业务风险暴露及变化趋势；定期进行压力测

试，评估在极端情况下银行面临的风险状况。

（二）市场风险计量

公司依据监管要求，采用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资本。公司按照《商业银行

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要求，分别计量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商品风

险和股票风险的资本要求，并单独计量以各类风险为基础的期权风险的资本要

求。公司标准法下市场风险资本要求为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商品风险、股票

风险和期权风险的资本要求之和。 2023 年末，公司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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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标准法

利率风险 82,407

股票风险 -

外汇风险 6,893

商品风险 -

期权风险 -

交易账户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的特定风险 4,082

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总额 93,382

市场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1,167,273

八、操作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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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本定义包括法律风险，但不包括策略风险和声

誉风险。

操作风险管理是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操作风险管理目标是：

降低操作风险的不确定性,将操作风险控制在公司可接受的合理范围内；提高服

务效率，实现流程优化，促进公司业务健康发展；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收益水

平；降低突发性事件的冲击，保证业务正常和持续开展。

公司操作风险管理流程包括操作风险识别、评估、监测、控制/缓释及报告

等环节。公司使用操作风险自评估、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和关键风险指标等管理

工具对操作风险进行管控，针对各项操作风险管理工具制定了管理办法，明确

管理工具的原则、职责分工、方法、实施及管理要求等。

2023 年，公司围绕操作风险管理目标，不断完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一是

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加强规章制度和内部程序管理，定期实施制度后评价。二

是积极推动管理工具的运用，组织开展操作风险评估、关键风险指标监测与优

化、做好操作风险事件收集、分析和整改。三是强化员工行为管理，加大员工

异常行为监测和排查力度，引导员工坚守风险底线，积极开展员工教育与培训，

提升员工综合素质。四是加强信息科技风险管控，开展信息科技全面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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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管理检查评估等，保障信息安全；优化信息科技关键风险指标，强化

信息科技风险监测。五是加强外部风险防控，持续完善应急预案体系，切实开

展应急演练，确保业务连续性。

报告期末，公司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的操作风险加权资产为 189.32 亿元。

九、资产证券化

（一）资产证券化开展情况

公司主要通过两种模式进行信贷资产流转。一是银行间市场上的信贷资产

证券化模式，公司作为发起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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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银登中心的信托受益权转

让模式，公司将符合相关要求的合格信贷资产委托给信托公司成立自益财产权

信托，并作为初始受益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将持有的信托受益权转让给受让方，

已达到信贷资产流转的目的。公司在该等业务中可能会持有部分优先级或次级

档资产支持证券或信托受益权，从而对所转让信贷资产保留了部分风险和报酬。

公司会按照风险和报酬的保留程度，分析判断是否终止确认相关信贷资产。

经中国银监会广东监管局审批，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取得开办信贷资

产证券化业务的资格，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共发起了 5期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

如下表所示：

项目名称
基础

资产
业务模式 信托成立时间

资产池规模

（亿元）

粤鑫 2016 年第一期信贷

资产证券化项目
对公贷款

银行间信贷资产

证券化
2016 年 11 月 29 日 10.55

华能信托·东莞银行2017

年第一期财产权信托项

目

对公贷款
银登中心信托受

益权转让
2017 年 9 月 22 日 17.13

粤鑫 2018 年第一期信贷

资产证券化项目
对公贷款

银行间信贷资产

证券化
2018 年 9 月 14 日 21.38

粤财信托·东莞银行2020

年第一期财产权信托

个人住房抵押

贷款

银登中心信托受

益权转让
2020 年 12 月 2 日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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莞鑫 2020 年第一期个人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项

目

个人住房抵押

贷款

银行间信贷资产

证券化
2020 年 12 月 15 日 20.00

（二）资产证券化的相关会计政策

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的相关

会计规定，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按照风险报酬的转移程度以及是否实现

控制转移的原则，判断被转移的金融资产是否应当终止确认：

1．如果公司已将信贷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应当终止

确认该信贷资产。

2．如果公司仍保留与转移信贷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不应

当终止确认该信贷资产。

3．如果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信贷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

酬，但放弃了对该信贷资产的控制，应当终止确认该信贷资产。

4．如果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信贷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

酬，且未放弃对该信贷资产的控制，应该按照继续涉入所转移信贷资产的程度

确认继续涉入资产，并相应确认继续涉入负债。

（三）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及资本要求

公司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采用标准法计量，风险权重依据公司认定的合格

外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及资产证券化类别确定。2023 年末，公司资产证券化

风险暴露为 7.85 亿元，风险加权资产为 20.34 亿元。

十、其他风险

（一）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是指银行在金融衍生品和证券融资交易中，因交易对手

在合约到期前违约而造成损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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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司不断优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交易对手在与公司发

生衍生工具交易前，需满足公司客户准入标准的相关规定。公司对交易对手的

信用状况、风险管理水平、资本实力等进行全面评价，核定授信额度并定期审

核。在进行具体交易时，公司需事先查询交易对手的授信额度是否充足。公司

后续将持续加强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识别、监测、计量和控制的管理能力。

（二）银行账簿股权风险

公司银行账簿股权投资主要包括长期股权投资，及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股权投资中归属于银行账簿的部分。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根据《资本管理办法》计量的银行账簿股权风险

暴露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股权类型 公开交易股权余额 非公开交易股权余额 未实现潜在的风险损益

金融机构 - 119,874 18,454

公司 - 475 -926

合计 - 120,349 17,528

注：1、公开交易股权余额是指被投资机构为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非公开交易股权投

资是指被投资机构为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投资。

2、未实现潜在的风险损益是指资产负债表已确认而损益表上未确认的未实现利

得或损失。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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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建立了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治理架构，明确了董事会、高级管理层、总行资产负债

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在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中的职责，保证了利率风险管理的有

效性。公司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由总行资产负债管理部进行集中管理，稽核部负

责内部审计。

公司搭建了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政策制度体系，并定期或不定期对政策制

度进行重检，确保管理政策制度符合监管要求，与不断变化的业务性质、规模、

复杂程度和风险特征相适应，并与总体业务发展战略、管理能力、资本实力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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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公司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主要措施包括：一是运用资产负债管理系统对利

率风险敞口进行计量和管理，通过重定价缺口分析、动态预测、压力测试等方式，

评估不同利率冲击情景下公司的净利息收入和经济价值变动，并提出合理的管理

建议，二是强化银行账簿利率风险限额管理，定期开展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条线限

额指标监测和前瞻性预测，严格实施限额管理措施，提升限额管理有效性，防止

条线业务重定价缺口无序扩大，严控全行风险；三是加强对利率波动的研究和预

测，结合宏观经济状况、政策信息和市场利率变动对未来利率走势进行预判，及

时进行策略调整，降低利率波动的潜在负面影响，实现公司净利息收入的平稳增

长。

2023年末，公司银行账簿最大经济价值变动敏感度处于合理的水平，整体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可控。

（四）流动性风险

1、流动性风险管理

流动性风险是指银行无法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偿付到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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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强化流动性风险管理的主要措施是：一是持续加强信

息系统建设，完善数据采集和治理体系，提升流动性风险计量水平和监测效率；

二是优化资金头寸精细化管理体系，全方位提升头寸匡算效率和准确度，降低

清算风险，确保全行备付安全；三是基于存贷业务和流动性指标情况，灵活安

排主动负债，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通过发行债券等手段补充长期稳定资金；

四是完善优质流动性资产管理，加大优质流动性资产配置力度，统筹规划债券

使用，提升押券使用效能，确保流动性储备充足；五是强化对业务条线、境外

分行及附属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监测与管理，动态调整限额指标；六是持续完善

应急管理体系，开展流动性风险应急演练，健全流动性风险应急预案，提升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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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处理能力。

2、流动性风险分析

2023 年，公司流动性管理状况良好，各项流动性管理机制有效运行。截至

报告期末，公司主要流动性指标（1104法人口径）均优于监管要求：其中流动

性比例为 70.44%，流动性匹配率为 149.22%，流动性覆盖率为 203.48%，净稳

定资金比例为 107.61%，流动性管理指标均优于监管要求。

十一、薪酬

（一）薪酬管理委员会

截至 2023 年末，公司董事会提名及薪酬委员会由 3名董事构成，包括王燕

鸣先生（独立董事）、孙惠女士（独立董事）、张佛恩先生（非执行董事）。

其中，王燕鸣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提名及薪酬委员会主要负责拟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程序和标准，

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进行初步审查，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审查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制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计划或方案，

向董事会提出薪酬方案建议，对本行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2023 年，董

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共召开 5次会议。

（二）薪酬政策

1、总体导向

本行建立基于岗位价值、个人能力素质、业绩贡献和责任的具备市场竞争力

的薪酬体系，构建能够反映个人绩效与能力差异的薪酬文化，提高薪酬体系对员

工能力提升的激励和认可，有效发挥薪酬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实现薪酬激励与

经营效益、价值贡献、风险暴露相一致。本行薪酬政策适用于与本行签订正式劳

动合同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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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薪酬结构

公司员工薪酬主要由岗位工资、加项工资、绩效奖金、福利和特别奖励（或

有项）五部分构成，其中岗位工资体现岗位价值和个人能力的差异；加项工资体

现员工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等因素的差异；绩效奖金体现个人对公司发展贡献程

度的差异；福利体现公司对员工的人文关怀；特别奖励用于奖励为本行业务发展

做出突出成绩与贡献的员工个人。对于不同岗位类别人员，本行实行差异化的薪

酬管理，制定各层级员工的薪酬管理分配办法和考核办法,如对于销售序列岗位

员工，以建立以“绩效表现”为基础的市场化薪酬体系，绩效奖金主要与经营业

绩挂钩；对于中后台岗位员工，建立以“岗位价值”为基础的薪酬体系，薪酬水

平与岗位价值挂钩。

3、薪酬约束

公司薪酬水平主要根据公司的利润和营业收入确定，员工的薪酬水平与单位

及本岗位关键业绩指标完成情况挂钩。为提高薪酬机制的约束力度，风险成本控

制指标的完成情况将影响全行绩效薪酬的调整。

（1）可变薪酬

绩效奖金是薪酬的浮动部分，为可变薪酬。员工全年绩效奖金与个人绩效考

核情况挂钩，年度根据考核结果支付。同时，对不同类别、层级岗位的绩效奖金

占比体现一定的差异，如营销类岗位绩效奖金占比高于非营销类岗位。

（2）延期支付机制

根据《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的监管要求，公司制定《东莞银行绩效

奖金延期支付实施细则》，对于高级管理人员和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人员建立

延期支付机制，并设立相关扣减、支付等规定，将员工的绩效奖金与滞后的风险

挂钩，加强薪酬约束。

（3）追索扣回机制

根据《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关于建立完善银行保险机构绩效薪

酬追索扣回机制的指导意见》等监管要求，公司制定《东莞银行绩效薪酬追索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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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管理办法（暂行）》，对于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的发生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

的人员，设立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情形、比例等相关规定，进一步强化薪酬约束。

附表 1：资本构成信息

单位：万元、%

核心一级资本： 数额 代码

1 实收资本 234,160 k

2 留存收益 2,952,127

2a 盈余公积 369,244 o

2b 一般风险准备 637,657 p

2c 未分配利润 1,945,226 q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和公开储备 442,677

3a 资本公积 406,421 l

3b 其他 36,256 n

4
过渡期内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数额（仅适用于非股份公司，

股份制公司的银行填 0 即可）
0

5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90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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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管调整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3,630,865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7 审慎估值调整 -

8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

9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延税负债） 48,521 h-i

10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资产 -

11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现金流套期形成的储备 -

12 贷款损失准备缺口 -

13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

14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带来的未实现

损益
-

15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扣除递延税项负债） -

16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普通股 -

17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核心

一级资本
-

1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

应扣除金额
1,979

1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资本中

应扣除金额
-

20 抵押贷款服务权 不适用

21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应扣除金额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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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过核心一级资本 15%的应扣除金额

-

23 其中：应在对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扣除的金额 -

24 其中：抵押贷款服务权应扣除的金额 不适用

25
其中：应在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扣

除的金额
-

2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投资 -

26b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缺口 -

26c 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

27 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28 核心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50,499

29 核心一级资本 3,580,366

其他一级资本：

30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419,632

31 其中：权益部分 419,632 m

32 其中：负债部分 -

33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工具 -

3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253 s

35 其中：过渡期后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部分 -

36 监管调整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419,886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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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其他一级资本 -

38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其他

一级资本
-

39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应

扣除部分
-

40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他一级资本 -

41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本投资 -

41b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其他一级资本缺口 -

41c 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

42 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

43 其他一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0

44 其他一级资本 419,886

45 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 4,000,251

二级资本：

46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1,099,661 j

47 过渡期后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

48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507 t

49 其中：过渡期结束后不可计入的部分 -

5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458,936 c

51 监管调整前的二级资本 1,559,104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

52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的二级资本 -

53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互持有的二级

资本
-

54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应扣除

部分
5,080

5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级资本 -

56a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投资 -

56b 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二级资本缺口 -

56c 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 -

57 二级资本监管调整总和 5,080

58 二级资本 1,554,024

59 总资本（一级资本+二级资本） 5,554,275

60 总风险加权资产 40,382,884

资本充足率和储备资本要求

6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87%

62 一级资本充足率 9.91%

63 资本充足率 13.75%

64 机构特定的资本要求 2.50%

65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2.50%

66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

67 其中：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

68 满足缓冲区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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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6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70 一级资本充足率 6%

71 资本充足率 8%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72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358,234

73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未扣除部分 17,486

74 抵押贷款服务权（扣除递延税负债） 不适用

75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扣除递延税负

债）
211,055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限额

76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770,642 b

77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458,936 c

78 内部评级法下，实际计提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不适用

79 内部评级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不适用

符合退出安排的资本工具

80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

81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的数额 -

82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

83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不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的数额 -

84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

85 因过渡期安排造成的当期不可计入二级资本的数额 -

附表 2：集团口径的资产负债表（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

公司集团层面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下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差异，具体请参见

公司 2023 年度报告。

附表 3：有关科目展开说明表（含与资本构成信息表的对应关系）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监管并表 代码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4,464,135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197,237

拆出资金 869,127

交易性金融资产 4,408,260



27

衍生金融资产 68,050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030,884

发放贷款和垫款 32,089,558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770,642 b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458,936 c

内部评级法下，实际计提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金额 不适用

内部评级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的数额 不适用

其他债权投资 4,779,874

债权投资 13,991,78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 19,963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 19,488 d

长期股权投资 100,386

其中：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资本投资 - e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 82,900 f

其中：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 17,486 g

固定资产 200,561

在建工程 5,909

使用权资产 64,698

无形资产 70,439 h

其中：土地使用权 21,918 i

递延所得税资产 211,055

其他资产 320,553

资产总计 62,892,466

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2,620,078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761,331

拆入资金 1,232,034

衍生金融负债 78,64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441,957

吸收存款 42,700,598

应付职工薪酬 141,884

应交税费 23,611

预计负债 10,500

应付债券 8,630,015

已发行存款证 -

其中：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可计入部分 1,099,661 j

递延所得税负债 -

租赁负债 6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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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负债 125,043

负债合计 58,834,759

股东权益

股本 234,160 k

资本公积 406,421 l

其他权益工具-永续债 419,632 m

其他综合收益 36,256 n

盈余公积 369,244 o

一般风险准备 637,657 p

未分配利润 1,945,226 q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048,596

少数股东权益 9,112

其中：少数股东权益可计入核心一级资本部分 1,901 r

其中：少数股东权益可计入其他一级资本部分 253 s

其中：少数股东权益可计入二级资本部分 507 t

股东权益合计 4,057,708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62,89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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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合格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

监管资本

工具的主

要特征

二级资本债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本债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二级资本债

发行人 东莞银行 东莞银行 东莞银行 东莞银行 东莞银行 东莞银行

标识码 1920074 2020029 2120018 2120038 92280035 232380059

适用法律
《商业银行资本管

理办法（试行）》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办法（试行）》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办法（试行）》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办法（试行）》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办法（试行）》

《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办法（试行）》

监管处理

适用《商业

银行资本

管理办法

（试行）》

过渡期规

则

二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适用《商业

银行资本

管理办法

（试行）》

过渡期规

二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二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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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适用法人/

集团层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工具类型 二级资本债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二级资本债 二级资本债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二级资本债

可计入监

管资本的

数额（最近

一期报告

日）

399,860 219,736 299,896 199,929 199,896 199,976

工具面值 400,000 220,000 3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会计处理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具 应付债券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具 应付债券

初始发行

日
2019-11-26 2020-5-20 2021-3-25 2021-4-27 2022-8-8 2023-9-21

是否存在

期限（存在

期限或永

续）

存在期限 永续 存在期限 存在期限 永续 存在期限

其中：原到

期日
2029-11-28 无到期日 2031-3-29 2031-4-29 无到期日 2033-9-25

发行人赎

回（须经监

管审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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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赎回

日期及额

度

经监管审批同意，可

选择在债券发行后

第五个计息年度的

最后一日，按面值一

次性部分或全部赎

回本次债券

自发行之日起 5 年

后，经监管审批同意，

有权于每年付息日

（含发行之日后第 5

年付息日）全部或部

分赎回债券

经监管审批同意，可

选择在债券发行后第

五个计息年度的最后

一日，按面值一次性

部分或全部赎回本次

债券

经监管审批同意，可

选择在债券发行后第

五个计息年度的最后

一日，按面值一次性

部分或全部赎回本次

债券

自发行之日起 5 年

后，经监管审批同意，

有权于每年付息日

（含发行之日后第 5

年付息日）全部或部

分赎回债券

经监管审批同意，可

选择在债券发行后第

五个计息年度的最后

一日，按面值一次性

部分或全部赎回本次

债券

分红或派

息
派息 派息 派息 派息 派息 派息

其中：固定

或浮动派

息/分红

固定派息
可分阶段调整的票面

利率
固定派息 固定派息

可分阶段调整的票面

利率
固定派息

其中：票面

利率及相

关指标

4.50%

前 5 年票面利率为

4.25%。自发行缴款

截止日起每 5 年为一

个票面利率调整期，

在一个票面利率调整

期内以约定的相同票

面利率支付利息。

4.80% 4.75%

前 5 年票面利率为

3.52%。自发行缴款

截止日起每 5 年为一

个票面利率调整期，

在一个票面利率调整

期内以约定的相同票

面利率支付利息。

3.80%

其中：是否

存在股息

制动机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其中：是否 否 完全自由裁量 否 否 完全自由裁量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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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主取

消分红或

派息

其中：赎回

激励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中：累计

或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是否可转

股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转股触

发条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全部转

股还是部

分转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是否为

强制性转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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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其中：若可

转股，则说

明转换后

工具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中：若可

转换，则说

明转换后

工具的发

行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否减记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中：若减

记，则说明

减记触发

点

本行无法生存 本行无法生存 本行无法生存 本行无法生存 本行无法生存 本行无法生存

其中：若减

记，则说明

是部分或

全部减记

部分或全部减记 部分或全部减记 部分或全部减记 部分或全部减记 部分或全部减记 部分或全部减记

其中：若减

记，则说明

是永久或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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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减记

清算时清

偿顺序

在存款人和一般债

权人之后,股权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

和混合资本债券之

前

在存款人、一般债权

人和处于高于本次债

券顺位的次级债务之

后，发行人股东持有

的所有类别股份之前

在存款人和一般债权

人之后,股权资本、其

他一级资本工具和混

合资本债券之前

在存款人和一般债权

人之后,股权资本、其

他一级资本工具和混

合资本债券之前

在存款人、一般债权

人和处于高于本次债

券顺位的次级债务之

后，发行人股东持有

的所有类别股份之前

在存款人和一般债权

人之后,股权资本、其

他一级资本工具和混

合资本债券之前

是否含有

暂时的不

合格特征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其中：若

有，则说明

该特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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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资产证券化产品使用的外部评级机构信息

项目名称 外部评级机构

粤鑫 2016 年第一期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华能信托·东莞银行 2017 年第一期财产权信托项目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粤鑫 2018 年第一期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粤财信托·东莞银行 2020 年第一期财产权信托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莞鑫 2020 年第一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项目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一、引言
	（一）公司简介
	（二）披露依据
	（三）披露声明

	二、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一）资本充足率计算范围
	（二）被投资机构并表处理方法
	（三）监管并表与财务并表的差异
	（四）纳入并表范围的被投资机构
	（五）资本缺口及资本转移限制

	三、资本及资本充足率
	（一）资本充足率
	（二）资本构成
	（三）门槛扣除限额与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四）重大资本投资行为
	（五）实收资本变化情况
	（六）风险加权资产计量

	四、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一）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方法和程序
	（二）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

	五、全面风险管理
	六、信用风险
	（一）信用风险管理
	（二）信用风险计量
	（三）信用风险缓释
	（四）贷款质量及贷款减值准备

	七、市场风险
	（一）市场风险管理
	（二）市场风险计量

	八、操作风险
	九、资产证券化
	（一）资产证券化开展情况
	（二）资产证券化的相关会计政策
	（三）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及资本要求

	十、其他风险
	（一）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二）银行账簿股权风险
	（三）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四）流动性风险
	1、流动性风险管理
	2、流动性风险分析


	十一、薪酬
	（一）薪酬管理委员会
	（二）薪酬政策
	1、总体导向
	2、薪酬结构
	3、薪酬约束


	附表1：资本构成信息
	附表2：集团口径的资产负债表（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
	附表3：有关科目展开说明表（含与资本构成信息表的对应关系）
	附件4：合格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
	附表5：资产证券化产品使用的外部评级机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