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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依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计量资本充足率。其中，信用风险采用权重法，市场风险采

用标准法，操作风险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2021年末，本集

团资本充足率14.41%，一级资本充足率11.80%，核心一级资

本充足率9.66%，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为34,687,547万元，市场

风险加权资产为237,114万元，操作风险加权资产为2,141,191

万元；杠杆率为7.98%。本公司各级资本充足率均满足监管要

求。 

1 引言 

1.1 公司简介 

江西银行是江西省唯一一家省级法人银行，于2015年12

月正式成立，2018年6月在香港上市，股票代码1916.HK，成

为江西省首家上市金融企业和江西实施“映山红”行动以来首

家在境外上市的企业。 

1.2 披露依据 

本报告根据中国银监会2012年6月发布的《商业银行资

本管理办法（试行）》（银监发〔2012〕1号）、2013年7月发

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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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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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披露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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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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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类被投资机构在并表资本充足率计算中采用的处理方法 

被投资机构类别 并表处理方法 

拥有多数表决权或控制权的金融机构 纳入并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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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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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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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纳入并表范围的主要被投资机构 

下表列示了2021年末纳入资本充足率并表范围的被投

资机构的相关信息： 

纳入并表范围的被投资机构 

  单位：人民币万元，百分比除外 

被投资机构名称 投资余额 持股比例

（%）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江西金融租赁公司 173,400 75.74 江西南昌 金融租赁公司 

进贤瑞丰村镇银行 6,640 69.50 江西南昌 村镇银行 

2015年，本公司与南昌市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

法人单位共同出资组建江西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本公司与进贤县工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等7家法人单位

以及2位自然人共同出资组建进贤瑞丰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

司。 

2.3 资本缺口及资本转移限制 

2021年末，本公司持有多数股权或拥有控制权的被投资

金融机构按当地监管要求衡量不存在监管资本缺口。报告期

内，集团内资金转移无重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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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集团及本行资本充足率计算结果 

单位：人民币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集团 本行 集团 本行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581,206 3,333,249 3,518,480 3,28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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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资本净额 4,374,621 4,123,153 3,522,000 3,280,443 

总资本净额 5,341,203 4,975,841 4,405,948 4,076,078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37,065,853 35,638,034 34,183,432 32,904,243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34,687,547 33,379,164 31,846,623 30,685,374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237,114 237,114 215,249 215,249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2,141,191 2,021,756 2,121,560 2,003,619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66% 9.35% 10.29% 9.97%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80% 11.57% 10.30% 9.97% 

资本充足率 14.41% 13.96% 12.89% 12.39% 

 

3.2 资本构成表 

2021年末，集团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计算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9.66%，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1.80%，资本充足率为14.41%，均满足监管要求。2021年公

司利润继续保持增长，各级资本得到有效补充；资本约束机

制进一步强化，资本充足率继续保持稳健水平。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算的集团资本构成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核心一级资本 3,718,168 3,553,162 

实收资本可计入部分 602,428 602,428 

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1,329,125 1,363,375 

盈余公积 308,189 288,797 

一般风险准备 668,910 610,064 

未分配利润 760,764 662,093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26,340 26,404 

其他 22,412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目 136,963 34,683 

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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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 14,226 14,569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现金流套期

形成的储备 
  

对有控制权但不并表的金融机构的核心一级

资本投资 
12,567 11,964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581,205 3,518,480 

其他一级资本 793,416 3,521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789,90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3,512 3,521 

一级资本净额 4,374,620 3,522,000 

二级资本 966,582 883,948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可计入金额 600,000 600,000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359,558 276,906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7,024 7,041 

二级资本扣除项目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

级资本 
      

总资本净额 5,341,202 4,405,948 

风险加权资产 37,065,853 34,183,43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66% 10.29%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80% 10.30% 

资本充足率 14.41% 12.89% 

 

截至2021年末，本集团相关门槛扣除情况如下表所示： 

资本计算中的限额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一、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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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  766,930   663,865  

权重法下贷款损失准备最低要求  407,372   386,959  

权重法下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359,558   276,906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433,594   398,083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359,558   276,906  

二、适用门槛扣除法的各项目扣除限额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

资本 
 1,025   1,025  

相关限额  369,137   352,663  

应扣除部分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心一级

资本 
  

相关限额  369,137   352,663  

应扣除部分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479,307   360,813  

相关限额  369,137   352,663  

应扣除部分  110,170   8,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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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部分本 

 369,137   352,663  

相关限额  537,181   527,772  

应扣除部分      

关于公司报告期内股东的变动情况，请参见公司2021年

年度报告“第四章 股东及股本情况”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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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风险加权资产计量 

下表列示了集团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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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加权资产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34,687,547 31,846,623 

表内信用风险 31,923,122 29,807,814 

表外信用风险 2,764,425 2,038,809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237,114 215,249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2,141,191 2,121,560 

合计 37,065,853 34,18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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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金融形势，国内银行体系

的整体风险抵御能力面临巨大挑战，监管部门全面提高监管

要求，银行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更加明显，资本管理与风

险管理的重要性日趋提高。在此背景下，本公司董事会、高

级管理层都对资本管理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公司所有相

关部门密切配合，在满足监管达标的基础上，以提高资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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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以及风险防御能力为目标，紧密结合公司业务发展战略，

从实际业务和风险状况出发，不断创新资本管理思路，优化

资本管理模式，开展资本精细化管理，持续对资本管理体系

和相关的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完善，促进资本管理水平的提升，

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ICAAP报告，对各类风险状况、风险管

理能力、资本充足水平和资本质量进行评估，制定资本规划，

确保银行资本能够充分抵御其所面临的风险，满足业务发展

的需要。 

目前，公司基本建立了完善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治

理架构和政策制度体系，明确了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及各职

能部门在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中承担的职责，并通过不断

建立健全有效的评估方法和管理程序，确保公司资本管理与

风险管理的全面性和有效性。公司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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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压力测试、监测与报告及

独立审计七个流程。 

截至目前，本公司已全面开展了本年度内部资本充足评

估程序的各项工作内容，在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治理架构的框

架下，设置了2021年风险偏好；开展主要风险识别和评估，

对经营过程中面临的8类主要风险进行评估，并计提了第二

支柱资本附加，保证了资本对于主要风险类型的全覆盖；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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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风险评估结果、未来资本需求、资本监管要求和资本

可获得性开展了资本规划和严格的、前瞻性的资本充足率压

力测试，并制定资本应急预案以满足计划外的资本需求，确

保银行具备充足资本应对不利的市场条件变化；并持续推进

银行资本管理及风险管理的优化。 

4.2 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 

为落实不断提高的资本监管要求，进一步加强资本管理，

强化中长期资本规划，进一步促进本公司战略规划的切实落

地和向轻型银行转型，更好的发挥资本在业务发展中的推动

作用，为业务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构筑坚实的保障，实现

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集团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和公司未来

发展战略和业务规划，编制了《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2024年资本管理规划》并报董事会审议并通过。 

在资本规划目标制定方面，公司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环

境影响、监管政策变化、银行发展现状以及公司战略规划要

求等内外部影响因素，审慎地设置资本管理目标。具体来说，

目标资本充足率的设定以资本监管要求为基础，以年度风险

偏好为指导，结合公司战略规划、业务发展规划、利润目标

等安排，设定审慎、合理的资本充足率目标，在确保风险覆

盖全面、充分的前提下，使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回报率保持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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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定初始资本规划目标后，本公司依托统一的财务逻

辑，实现业务规模规划、利润规划、资本规划三维一体的联

动规划方法。在资本供给预测方面，公司根据历史数据、业

务发展计划等要素预测资本需求，根据利润规划、融资假设

得到公司资本供给预测。此外，通过业务规模规划和现有风

险权重测算风险加权资产（资本需求）。并在此基础上，综合

对资本供给和资本需求的测算并通过实施压力测试为可能

发生的不利市场条件预留一定的缓冲区间，判定未来三年的

资本充足情况是否能满足设定的目标资本充足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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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本集团和本公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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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各项业务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 

5 全面风险管理 

5.1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全面风险管理是指企业围绕总体发展战略，在健全的公

司治理架构下，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参

与并履行相应风险管理职责，对涵盖公司所有分支机构、全

部业务活动的各类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评估或计量、监测、



 第 14 页 共 42 页 

报告和控制的持续过程。本公司风险管理的目标是根据公司

的战略要求及风险偏好，在可接受的风险范围内，为本公司

及股东创造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公司根据监管要求，制定了《江西银行全面风险管理

指引》，明确全面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及管理范畴。通过实施

全面风险管理，确保本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实现股东价值增

值，履行社会责任。本公司将面临的各类风险划分为信用风

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国别风险、银行账

簿利率风险、声誉风险、战略风险、信息科技风险以及其他

风险，在进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风

险之间的关联性，审慎评估各类风险之间的相互影响，防范

跨区域、跨业风险。本公司将依据匹配性、全覆盖、独立性、

有效性等原则进行全面风险管理。 

本公司董事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根据本公

司发展战略和资本实力确定的风险管理目标、主要原则、管

理体系，董事会授权其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相关职责。本公司监事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监

督责任，负责监督检查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风险管理方面

的履职尽责情况并督促整改。本公司高级管理层承担全面风

险管理的实施责任，其下设信贷审查委员会、内控合规案防

委员会、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和资产保全委员会等。公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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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层面下明确各风险的牵头管理部门，承担制定政策和流程，

监测和管理风险的责任。具体包括：风险管理部、计划财务

部、合规部、办公室和董事会办公室。明确其他相关管理责

任部门，负责协助主要牵头部门开展风险管理工作，具体包

括：授信审批部、资产保全部、营运管理部、信息科技部、

机构管理部、审计部。明确业务条线部门承担风险管理的直

接责任，涉及部门有公司银行部、个人银行部、金融市场部、

网络金融部等业务部门。 

2021年，本公司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优化风险

偏好指标体系，增设不良资产率、投资业务拨备覆盖率等限

额指标5个，强化重点领域阈值管控；加强全面风险评估管理，

组织开展集团本部全面风险评估、附属机构风险管理评估、

集团ICAAP风险测评，不断健全集团风险管理机制；构建重

大风险应急体系，通过构建恢复处置计划治理架构、识别关

键业务、核心条线及重要实体等保障要素、制定重大风险情

况下的应对和处置措施，初步建立了判别和处理重大风险的

机制和流程，强化了机构的危机应对能力。 

5.2 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建设情况 

2021 年，本公司持续推进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实施准备工

作，优化风险计量模型，进一步完善数据质量管理，推进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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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升级改造与境外延伸，同时加大风险计量成果应用力度，

进一步提高风险管理能力。 

信用风险管理方面：一是持续优化风险计量工具，开发

客户、债项评级、授信后监测模型共计 58 套；已实现“信用

卡”、“江小陶”、“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四个产品

的半自动化审批试点运行。二是建立“云镜”监测系统，做实

风险防范关。引入税务、银监会客户风险共享等官方数据，

以及获取公众报表、债券市场、公开舆情等外部数据，实施

“客户反射镜”“融资显微镜”“风险放大镜”“经营望远镜”“舆

情内窥镜”“关联多棱镜”等六镜监测，实现预警信息的智能推

送，从多面透视客户各类风险，实现预警监测集中化、便捷

化。 

市场风险管理方面：一是强化限额管控，以限额指标为

抓手，加强日间监测和日终分析，落实限额执行情况，严控

市场风险总规模在合理区间。二是做实损益计量，通过细化

交易投资组合，做好损益归因分析，持续跟踪交易账簿持仓

和市场价值变化，定期开展损益分析和压力测试，出具损益

分析报告 12 篇、压力测试报告 4 篇等。三是密切关注 FRTB

监管达标规划，加强外部咨询与同业机构交流，动态掌握监

管实施规划以及同业开展进度，为后续开展新标准法计量奠

定基础。四是完善市场风险系统功能，提升风险与损益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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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力度，重点优化敏感性分析、压力测试、限额监测、价率

分析以及损益计量等模块，实现多维度、自由投组、层层下

钻的功能需求。 

操作风险管理方面：一是持续运用操作风险三大管理工

具。梳理各业务条线各流程环节操作风险，制定有效控制措

施；持续完善关键风险指标，持续监测指标预警情况；全面

梳理全行由于操作风险事件所产生的财物损失数据，揭示产

生损失的重点业务领域。二是开发交易风险监控系统。开发

测试全渠道交易风控系统，构建出独有的以设备安全为核心

的智能实时身份反欺诈模型，快速、动态和全面控制行内各

渠道业务风险。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ICAAP）。2021 年，公司高位

推进，完成了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已报董事会

审议，此外公司组织并开展了 2021 年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

序专项审计工作。 

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2021 年，公司依据银监会《商业

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要求编制了《2020 年资本充足

率报告》，并与年报同步对外披露；半年度资本充足率信息也

按照要求编制并对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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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因借款人或交易对手未按照约定履行义

务从而使银行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本公司信用风险主要来

源包括：贷款、资金业务（含存放同业、拆放同业、买入返

售、企业债券和金融债券投资等）、应收款项、表外信用业务

（含担保、承诺、金融衍生品交易等）。 

6.1 信用风险管理 

本公司信用风险的管理目标是建立科学、完善的信用风

险管理体系，指导和规范授信业务经营活动和信用风险管理，

建立审慎、稳健的信用风险管理文化，把信用风险可能导致

的非预期损失控制在适当的水平内，促进授信业务稳健经营、

健康发展，保护存款人利益，实现股东和银行价值最大化。 

本公司信用风险管理主要机制包括：1.完善授信管控机

制，实现授信流程差异化；2.规范授信审查要求，实现信贷

质量稳步提升；3.注重信贷业务全流程的风险管理，覆盖从

客户调查、评级授信、贷款评估、贷款审查审批、贷款发放

到贷后监控整个过程；4.建立云镜监测系统，实现风险预警

多元化；5.开展贷后专项检查，防范信贷风险隐患；6.推进不

良清收压降，实现风险处置多维化。 

2021 年，一方面，加大不良清收处置力度，积极化解存

量风险，提升资产质量；另一方面，加大信用风险防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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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本公司进一步完善授信政策指引，优化

资源配置；加强限额管控，从客户、行业、期限、产品和担

保方式五个维度设置限额指标，针对房地产贷款制定专项集

中度调整策略，引导全行树牢“小额分散”理念，不断调优信

贷结构；提升风控水平，加大风险模型的开发运用，开发 18

套一般企业客户评级模型、10 套金融机构评级模型、28 套信

用债评级模型，将“信用卡”“住房按揭贷款”“江小陶”“汽车消

费贷款”作为半自动化审批试点实施产品，全年完成所有试点

产品上线运行，提升贷款的风险识别、计量和评估水平。 

6.2 信用风险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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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01,015   47,306,182  

现金类资产  4,646,883   4,646,883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791,278   791,278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  2,651,320   2,651,320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15,356,906   13,011,191  

对在其他国家/地区注册金融机

构的债权 
 58,436   58,436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16,440,401   16,155,964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1,139,188   1,138,358  

对个人的债权  7,972,020   7,808,168  

租赁资产余值   

股权投资  24,685   2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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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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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示本集团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主体及权重

划分的信用风险暴露信息。 

 

按主体划分权重法信用风险暴露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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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5,593   9,025,593  

20%  3,080,891   2,861,116  

25%  3,014,747   3,014,747  

50%  5,990,244   5,827,746  

75%  3,120,963   3,118,780  

100%  25,344,444   22,934,068  

150%   

250%  502,129   502,129  

400%  1,496   1,496  

1250%  20,506   20,506  

合计  50,101,015   47,306,182  

 

其他  1,019,897   1,019,897  

表外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4,126,461   4,094,520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合计 54,227,476 51,4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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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信用风险缓释 

公司高度重视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风险抵补作用，不断

规范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管理方式，及时更新缓释管理政策体

系，优化系统功能。 

公司通常运用抵质押品和保证等方式转移或降低信用

风险，有效覆盖借款人的信用风险暴露。抵质押品种类上主

要包括居住用房地产、商用房地产、存单和票据等，其中以

房地产抵押为主。 

公司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担保法》等法律法规，结合业务流程和管理职责制定公司缓

释管理的政策制度和内部流程，明确押品贷前调查、审查、

价值审定、抵质押率、价值重估频率，以及出入库、监测、

预警、清收处置等相关要求，确保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作用

有效发挥。 

下表列示了本集团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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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释类型 表内信用风险 表外信用风险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现金类资产 449,118 1,448,587  

我国中央政府 1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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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释类型 表内信用风险 表外信用风险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中国人民银行    

我国政策性银行 99,768   

我国公共部门实体    

我国商业银行 2,125,940   

评级AA-以上（含AA-）

的国家和地区的中央政府和中

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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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级AA-以下，A-（含

A-）以上国家和地区注册的

商业银行和公共部门实体 

   

合计 2,794,833 1,44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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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正常 26,428,875 95.17% 21,490,218 96.19% 

关注 935,183 3.37% 465,029 2.08% 

不良贷款 407,372 1.47% 386,959 1.73% 

次级 186,370 0.67% 265,831 1.19% 

可疑 152,574 0.55% 43,680 0.19% 

损失 68,428 0.25% 77,448 0.35% 

合计 27,771,430 100% 22,342,206 100% 

 

逾期贷款 

  单位：人民币万元，百分比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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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期限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金额 
占各项贷款

的比重 
金额 

占各项贷款的

比重 

3个月以内 284,812 1.02% 154,618 0.69% 

3个月至1年 132,553 0.48% 152,094 0.68% 

1年以上至3年以内 141,556 0.51% 97,764 0.44% 

3年以上 25,368 0.09% 25,450 0.11% 

合计 584,289 2.10% 429,926 1.92% 

注：当客户贷款及垫款的本金或利息逾期超过 1 天时，即被认定为逾期。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发放贷款及垫款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未来 12 个

月预计信用损

失 

未发生信

用减值的存续

期内逾期信用

损失 

已发生信

用减值的存续

期内预计信用

损失 

合计 

年初余额 145,546 198,634 313,099 657,279 

转移至未来 12 个月预计信用

损失 
5,619 -4,064 -1,555 0 

转移至未来发生信用减值的

存续期内预计信用损失 
-9,195 9,304 -109 0 

转移至已发生信用减值的存

续期内预计信用损失 
-5,067 -11,684 16,751 0 

本年计提 82,786 -32,625 221,895 272,056 

减值贷款利息冲转 0 0 -34,204 -34,204 

收回以前年度核销贷款 0 0 33,272 33,272 

本年核销 0 0 -156,996 -156,996 

本年转出 0 0 -9,420 -9,420 

年末余额 219,689 159,565 382,733 761,987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发放贷款和垫款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未来 12 个

月预计信用损失 

未发生信用

减值的存续期内

逾期信用损失 

已发生信

用减值的存续

期内预计信用

损失 

合计 

年初余额 6,586     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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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计提/（转回） -1,643   -1,643 

年末余额 4,943      4,943 

 

关于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方法，请参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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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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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历年发起过的资产证券化均为传统型资产证券化。 

公司作为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起机构承担的风险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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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作为资产支持证券市场的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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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末，公司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总额为

10,536.90 万元。 

6.6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Counterparty Credit Risk, CC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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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交易对手方违约时，本方与交易对手的交易具有的正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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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未实现收益、浮盈）将无法实现，本方将遭受经济损

失。 

CCR 主要发生在衍生品交易中，目前公司未开展此类业

务。严格意义上，现券交易、买断式回购、债券借贷等都存

在少量 CCR。但基于现券交易单笔限额及价格偏离管理，买

断式回购、债券借贷押品管理，交易对手黑名单管理等措施，

这几类交易 CCR 均在可控范围内。 

7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利率、汇率以及其他市场因素变动而引起

金融工具的价值变化，进而对未来收益或者未来现金流量可

能造成潜在损失的风险。影响公司业务的市场风险主要类别

有交易账簿利率风险和银行账簿汇率风险。 

7.1 市场风险管理 

本公司市场风险管理的目标是建立完善的市场风险管

理体系，将市场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以确保相关业务

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认可的市场风险水平之下安全、稳健

经营，实现公司经营目标。 

本公司建立与业务性质、规模、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市场

风险管理体系，明确了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市场

风险管理部门、承担市场风险的业务经营部门职责，制定了

清晰的交易账簿和银行账簿划分标准和管理流程，并根据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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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账簿和银行账簿头寸的性质和风险特征，选择了适当的、

普遍接受的市场风险计量方法。 

2021 年，为更好的适应市场变化，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一

是修订《江西银行债券业务风险管理办法》，并配合金融市场

部制定《江西银行自营盘交易实施细则》以及《江西银行结售

汇平盘业务管理办法》，做到业务交易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二是为规范柜台债业务风险管理要求，制定《关于明确记账式

债券柜台业务风险管理要求》的方案，有利于指导业务合规有

效开展。三是为确保金融市场业务在既设限额水平内合理运行，

制定《2021 年金融市场业务风险限额监测指标方案》，为风险

监测提供强有力的抓手。 

为做到实时监测，强化限额管控，本公司以限额指标和

阈值管理为抓手，科学细化指标设置，提高监测的及时性，

扩大监测的覆盖面；为做实损益分析，本公司动态计量各投

组的损益状况，对交易账簿各投组实施逐日盯市并分别与前

台交易和后台运管进行核对，以提高损益分析的准确性，为

后续将损益计量结果应用到限额设置、预警提示等市场风险

监控中；为及时掌握外部宏观政策和利率走势，实时了解本

行市场风险头寸和风险水平，本公司会定期评估市场风险管

理状况，强化投研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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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市场风险计量 

2021 年末，集团采用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资本要求，市

场风险资本总要求为 18,969.14 万元。 

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类型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一般市场风险  16,572   13,651  

利率风险  9,550   6,222  

股票风险   

外汇风险  7,021   7,428  

商品风险   

期权风险   

特定风险  2,397   3,569  

风险资本总要求 18,969  17,220  

8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员工和信

息科技系统，以及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本定义所指

操作风险包括法律风险，但不包括策略风险和声誉风险。 

8.1 操作风险管理 

操作风险是指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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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加强操作风险管理和

案件风险防范： 

1.统筹兼顾抓重点，集中整治业务风险隐患。本行扎实

推动江西银保监局现场检查发现问题根源性整改，积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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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合规管理建设年活动”，集中整治屡查屡犯问题，以内

外部检查发现问题整改为契机不断提升依法合规经营水平。 

2.聚力攻坚破难点，持续强化员工行为管控。深入开展

员工异常行为排查，建立“半月报”机制，加强四类人员管理，

持续强化员工行为管控。 

3.科技赋能增亮点，加速推进风控技术转型。启动多项

系统的开发与升级改造，优化内控合规及操作风险管理系统，

开发交易风险监控系统，强化科技赋能。 

4.建章立制定基点，不断夯实制度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操作风险管理制度以及各业务条线操作细则，持续做好全行

制度的立、改、废工作，进一步防范各业务条线操作风险。 

5.指标监测聚焦点，分析化解各类风险预警。深入运用

操作风险三大工具，持续监测关键风险指标，收集操作风险

损失数据，开展操作风险与控制自评估，监控各业务条线操

作风险管理情况。 

6.治理演练通堵点，着力确保业务连续稳定。本行持续

开展业务连续性演练和治理，有序推进新异地灾备中心建设，

有效保证全行各项业务安全稳定。 

报告期内，本行操作风险管理体系运行平稳，操作风险

整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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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合规风险 

合规风险是指因未能遵守法律、法规及规则而受到法律

制裁、监管处罚、重大财务损失及声誉损失的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合规风险管理： 

1.开展规章制度梳理对标。本行对标法律法规、监管规

定、上市银行、先进同业，持续开展规章制度的废改立工作，

充分发挥规章制度的合规引领作用，有效提升依法合规经营

管理能力。 

2.加强整改问责闭环管理。建立整改问责闭环管理机制，

并通过下发《合规督办单》、定期印发整改进展通报、组织

召开整改推进会等方式，督促根源整改、快速整改。理顺全

行问责管理体系，由总行统一审核全行内部检查发现问题的

问责通报，并严格执行问责结果在评优评先、提拔晋升等管

理环节的运用，提升违规问责震慑力。 

3.积极培育合规文化环境。每月发布《合规简报》，及时

宣导监管形势、宣传合规理念。定期组织重点制度学习和测

试，推动全员提升对重点制度的理解与掌握。动态监测全行

合规风险隐患，针对性下发《合规风险提示》，提出防范举

措与工作要求。 

8.3 反洗钱 

洗钱风险是指银行机构在开展业务和经营管理过程中

可能被洗钱、恐怖融资和扩散融资等违法犯罪活动利用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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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风险。 

报告期内，本行主要采取以下措施防控洗钱风险： 

1.监管为重，全力备战迎检。聚焦风险点，狠抓隐患排

查，紧盯薄弱处，推进源头防治，为健全风险管理体系提供

坚实保障。同时，做到“行动迅速、准备全面、调度有序”，

做细做实监管检查迎检工作。 

2.机制为先,强化体系支撑。修订八项内部制度，健全洗

钱风险自评估体系，完善黑名单监控工作流程，明确高风险

产品管控措施，细化特定场景身份识别要求，构筑长效防控

体系。 

3.科技赋能，筑牢合规根基。建立信息存疑客户管控机

制，打通全渠道客户信息共享机制，全面夯实底层数据基础；

同时，打造较高风险客户网银限额功能，完善黑名单回溯匹

配策略，动态调优监测预警模型，强化客户差异化识别管控

措施。 

4.风险为本,聚力价值创造。开展重点领域风险摸排专项

行动，下发多期洗钱风险提示，及时移送处置可疑线索，协

助抓捕可疑人员，洗钱风险防控取得成效。 

5.恪守初心,深化宣传实效。开展主题为“保护账户安全 

远离洗钱犯罪”的集中宣传活动，紧盯热点重点，直面群众关

切，增强公众洗钱风险防范和配合身份识别意识，尽心竭力

当好人民群众的金融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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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操作风险计量 

本集团目前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

2021 年末操作风险资本要求为 171,295.31 万元。 

9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商业银行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者

无法以合理成本获得充足资金以偿还债务、履行其他支付义

务、满足正常开展业务的其他资金需求的风险。引起流动性

风险的事件或因素包括：存款客户集中支取存款、贷款客户

提款、债务人延期支付、资产负债结构不匹配、资产变现困

难、经营损失、衍生品交易风险和附属机构相关风险等。 

9.1 流动性风险管理 

2021 年本公司按照 ICAAP 项目梳理出的流动性管理中

的薄弱环节，通过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保持错配程度合理适

度，加强资金头寸管控，保持合理充足备付水平，用好用活

央行借款、同业负债，严格控制在监管范围内，进一步优化

高流动性资产储备，加强管理工具的应用，做实突发事件下

应急管理，切实有效防范流动性风险，为稳健经营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1.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与治理结构。本公司流动性风险

管理体系包括以下基本要素：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的有效监

控；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政策和程序；完善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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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程序；完善的内部控制和有

效的监督机制；有效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有效的应急处理

机制。本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治理结构包括：董事会是本

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和政策审批机构，应当承担

流动性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董事会授权风险管理委员会负

责流动性风险管理职责，经营管理层下设资产负债管理委员

会负责流动性风险管理具体实施。监事会（监事）负责对董

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中的履职情况进行监

督评价。 

2.流动性风险管理目标、策略和重要政策。流动性风险

管理的目标是：通过建立适时、合理、有效的流动性风险管

理结构，完善流动性风险管理策略、政策和程序，实现对流

动性风险的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将流动性风险控

制在本公司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确保以较低的成本，保持

充足且适度的流动性，随时满足客户支付需求，兑现客户贷

款承诺，维护良好的市场信誉，实现资金营运安全性、流动

性和效益性的协调统一，以推动本公司的持续、健康运行。

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策略是：在充分考虑本公司组织构架、经

营战略、业务特点、融资能力、风险偏好、市场影响力的基

础上，根据监管要求，建立稳健高效的流动性管理策略，并

列明有关流动性风险管理特定事项的具体政策。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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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重要政策具体结合本公司外部市场环境和自身业务发

展情况制定，有效均衡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 

3.流动性风险管理模式。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模式是以

法人为基础的流动性风险并表管理。总行计划财务部统筹管

理本公司流动性风险，并负责全行日常流动性缺口管理，总

行金融市场部负责通过同业操作协助计划财务部进行日常

的资金缺口管理。附属机构对本机构流动性管理承担第一责

任，并按总行要求承担流动性管理相应责任。 

4.压力测试。本公司按照审慎原则，运用情景分析法和

敏感度分析法实施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本公司充分考虑可

能影响本公司流动性状况的各种宏微观因素，根据监管要求，

并结合本公司业务特点、复杂程度，针对流动性风险集中的

产品、业务和机构设定压力情景。本公司按季度定期实施压

力测试，必要时可在特殊时点，结合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和监

管部门要求，进行临时性、专门性的压力测试。 

9.2 流动性风险分析 

本公司密切关注宏观调控政策和市场资金形势，根据全

行资产负债业务发展和流动性状况，动态调整流动性管理策

略和资金运作节奏，优化各层次流动性储备资产的规模和结

构，有效应对阶段性、季节性因素对本公司流动性的影响，

在常态化疫情管控的背景下，保持备付水平合理充裕，在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同时，提高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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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本公司各项业务保持协调稳健发展，资产负债

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持续提升，各项

监管指标均满足监管要求。合并前流动性比例为 79.22%，流

动性覆盖率为 387.52%，净稳定资金比例为 154.15%，流动

性匹配率为 141.62%。合并后集团流动性比例为 79.03%，流

动性覆盖率为 387.45%，净稳定资金比例为 150.17%。 

本公司通过计算特定时间区间上的现金流入和现金流

出，计量在一定时间段上的现金流缺口并定期监测资产负债

各项业务期限缺口情况，评估不同期限范围内流动性风险状

况。 

人民币 

（亿元） 
次日 

2 日至 7

日 

8 日至 30

日 

31 日至

90 日 

90 日至 1

年 
1 年以上 合计 

表内外资产 572.48 501.84 159.96 354.28 1,128.95 2,160.18 4,961.29 

表内外负债 51.71  414.02  185.35  481.51  1,452.80  1,245.62  5,646.67 

到期期限缺

口 
520.77 87.83 -25.39 -127.23 -323.85 914.56 - 

2021年 12月末，本公司 90天内流动性缺口率为 18.39%，

从短期来看，全行 90 天内到期期限缺口与 90 天内到期表内

资产和表外收入之比符合监管要求，该指标反映了资产负债

管理框架下本公司的流动性静态水平，流动性正缺口率越大，

本公司流动性风险就越低，反之亦然。 

从长期来看，本公司到期期限缺口走势符合要求，本公

司“2-7 日”、“1年以上”均为正缺口，其他期限为负缺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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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缺口较大为“次日”，主要由于活期存款计入“次日”计算。

与此同时，计量负债及表外支出时未考虑活期存款的沉淀量，

考虑以上因素后，本公司在中长期期限内，到期资产可以有

效覆盖到期负债。 

10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是指利率水平、期限结构等要素发

生不利变动导致银行账簿整体收益和经济价值遭受损失的

风险，包括重定价风险、收益率曲线风险、基准风险和期权

风险。 

10.1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 

利率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净利息收入、净息差和

经济价值在最可能利率情景下的基本稳定。报告期内，市场

利率波动幅度加大，利率市场化冲击效应加剧，利率风险管

理难度加大。本公司进一步完善了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制

度，建立了利率风险管理架构，明确了董事会、高级管理层、

专门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在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职责及报告流程，保证利率风险管理的有效性。通过综合采

用利率敏感性分析、情景模拟、压力测试等方法计量和分析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及市

场价格变动，研判利率走势，根据货币政策、利率等因素调

整资产结构和利率执行方式，有效防范利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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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行账簿风险管理体系与治理结构。本公司银行账簿

利率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以下基本要素：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

的有效监控；风险管理策略、政策和程序；风险识别、计量、

监测和控制程序；内部控制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相对完善的

信息管理系统及对应应急处理机制。本公司银行账簿利率风

险管理的治理结构包括：董事会承担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

的最终责任，为利率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和政策审批机构。

董事会授权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履行利率风险管理职能。

经营管理层包括经营管理层及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经营管

理层承担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的实施责任，负责制定、定

期重检和监督执行利率风险管理政策，了解利率风险水平与

管理状况，确保本行有效识别、计量、监测、控制和缓释利

率风险。 

2.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目标、策略和重要政策。银行

账簿利率风险管理的目标是：根据本行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

偏好，在可承受的利率风险容忍度范围内，最小化利率变动

引起的净利息收入降低额，保证盈利水平的稳健增长和资本

结构的稳定。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的策略是：在充分考虑

本公司组织构架、经营战略、业务特点、融资能力、风险偏

好、市场影响力的基础上，遵照监管要求，建立稳健高效的

管理策略，并列明有关利率风险管理特定事项的具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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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模式。本公司银行账簿利率风

险管理模式是总行风险管理部是全面风险管理的牵头部门，

负责掌控全行总体风险状况，负责拟订全行统一的风险管理

政策；总行资产负债部是全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的主管部门，

负责利率风险的日常管理工作；总行金融市场部是利率风险

对冲的执行部门,运用本外币对冲交易或表内调整控制利率

风险；总行相关业务部门（公司银行部、个人银行部、小企

业信贷中心、国际业务部、银行卡部等）是利率风险管理政

策、程序的执行部门，开展本领域的利率风险管理工作，并

按照利率风险管理部门要求反馈利率风险管理执行情况；信

息科技部是系统、数据支持的主管部门, 负责利率风险管理

数据支持与系统运行维护。 

4.压力测试。本公司根据规模、风险状况和业务复杂程

度制定和实施有效的银行账薄利率风险压力测试框架，进行

压力测试。 

10.2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分析 

以 2021 年底数据模拟获取利率上升和下降 250 个基点

对净利息收入的影响以及六种标准化利率冲击情景下经济

价值变动情况。在利率冲击情景下，我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

整体可控，也未发现明显的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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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风险 

11.1 银行账簿股权风险 

本公司银行账簿股权投资主要包括长期股权投资和可

供出售类股权投资。公司对大额和非大额股权风险的计量严

格遵循《资本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银行账簿股权风险暴露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权

类型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开交易股

权投资风险

暴露(1) 

非公开交易股权

投资风险暴露(1) 

未实现潜

在的风险

损益(2) 

公开交易股

权投资风险

暴露(1) 

非公开交易股权

投资风险暴露(1) 

未实现潜

在的风险

损益(2) 

金融

机构 
 12,567   11,964  

公司           

合计   12,567     11,964   

注：(1) 公开交易股权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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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股权投资会计政策请参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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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声誉风险管理治理结构。董事会监

管全行声誉风险管理的总体状况和有效性，承担声誉风险管

理的最终责任。经营管理层负责声誉风险的具体管理工作。

本公司办公室是声誉风险牵头管理部门。本公司各部门对本

部门业务职责范围及管理条线的声誉风险管理负有直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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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本公司各分支机构对在本机构辖内发生的声誉风险事件

负总责。 

2021 年，本公司通过建立合理、有效的声誉风险管理机

制，实现对声誉风险的识别、监测和化解，以建立和维护良

好企业形象，推动可持续发展。一是优化预防警示体系，加

强舆情监测排查，定期开展风险排查，明确内部报告渠道，

规范信息发布管理。二是落细落实应急预案，强化考核管理，

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妥善应对声誉事件。三是主动开展专业

培训，结合热点舆情开展实战演练，持续健全声誉风险文化，

提升声誉风险应对能力。四是强化正面宣传力度，创新传播

方式，拓宽传播渠道，加强声誉资本积累，提升企业品牌美

誉度。 

12 薪酬 

12.1 薪酬治理架构 

公司致力于按照公司治理要求，建立健全薪酬治理架构，

明确相关主体职责边界，完善薪酬政策决策机制，搭建由各

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的薪酬治理体系。 

公司董事会对薪酬管理承担最终责任。公司董事会积极

监督薪酬体系的设计和运行，确保薪酬体系按照预定目标运

行。公司依据公司章程设立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协助

董事会开展薪酬管理相关工作。高级管理层负责组织实施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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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薪酬管理相关决议，在授权范围内组织制定考核激励、

薪酬分配等办法；人力资源部负责具体薪酬管理事项的落实；

审计、合规、计财等部门参与并监督薪酬机制的执行和完善

性建议的反馈工作。 

12.2 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提名委员会是董事会按照本公司章程设立的专

门工作机构，主要负责拟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

并监督方案的实施；拟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程序和

标准，并对其任职资格进行初审；对董事履职情况进行评价，

对高级管理层成员尽职情况进行考评。委员会下设工作小组，

由分管人力资源部的行领导任小组组长，成员由人力资源部、

董事会办公室、计划财务部的负责人组成，人力资源部为董

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工作对接部门，牵头与董事会办公室

负责日常工作。 

2021 年，召开了 5 次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分别审议并通

过了《江西银行职业经理人管理办法》《江西银行职业经理人

履职评价考核办法》《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2021 年工作

计划》《董事会对 2020 年度董事履职评价与高级管理人员尽

职考评的报告》《喻旻昕同志担任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董事》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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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薪酬管理政策 

本行严格遵照《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等相关规

定，为承接保障职务职级双通道体系建设，建立了“职薪统一、

级变薪变、以绩定奖”为价值导向的薪酬体系，并按照监管要

求对本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岗位的绩效

薪酬按一定比例实行延期支付。员工薪酬由目标薪酬、津补

贴、福利性保障三部分构成。其中，目标薪酬包括基本薪酬

和绩效薪酬，基本薪酬是员工年度总现金收入中相对稳定发

放的部分，用于保障员工基本生活，是员工稳定工作的基础

和安全感的保证；绩效薪酬是员工年度总现金收入中随员工

个人绩效结果进行浮动发放的部分，用于激励员工达成更优

秀的工作成果；津补贴是为了提高员工工作效率及质量，或

补偿员工对工作的各类付出，以现金形式发放给员工的薪酬；

福利性收入是按国家及公司的相关规定，由单位为员工缴纳

的法定五险一金、补充医疗保险、企业年金等福利公司薪酬

政策适用于所有与本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员工。目前根

据国家及监管部门有关规定，本公司暂未实施股权及其他形

式股权性质的中长期激励，员工薪酬以现金形式支付。 

2021 年，为强化风险化解处置分层挂钩负责制，压实各

层级清收责任，部分中层干部原则上全部绩效薪酬的 50%挂

钩处置任务。 



 第 42 页 共 42 页 

2021 年，本行应计提未支付的延期支付薪酬总额

10,525.17 万元，已支付的延期支付薪酬总额 2,316.83 万元。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信息和年度薪酬情况、董事会

薪酬与提名委员会成员薪酬情况请参见 2021 年度报告。 

 

2022 年 3 月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