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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2024 年 

中期资本管理规划 

 

为适应日趋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顺应不断深化的金融改革，

进一步加强资本管理，树立资本、效益和风险综合平衡的经营理念，

发挥资本在业务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促进业务持续、健康、快速发

展，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本行根据监管要求和全行发展战略规划，

制定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2024年中期资本管理规划》。

具体如下： 

一、资本规划的考虑因素 

（一）宏观经济金融走势 

从宏观经济形势看，全球疫情演变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

峻，国内防疫情反弹的任务依然艰巨，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国内宏观经济下，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总体可控，我

国经济增长韧性强、潜力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国内监管

不断趋严，金融去杠杆、严监管周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监管态

势下，银行业需在满足监管的条件下更多承担社会责任。受宏观审

慎评估等各种监管政策叠加影响，广义信贷扩张将受到限制，银行

业服务中小微企业要求增高，将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水平和资本

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面临的经营环境日益复杂。因此，

商业银行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并推进转型，实现由“速度型效益”向

“质量型效益”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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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资本监管环境 

为弥补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制度性漏洞，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巴

塞尔委员会于 2010 年末正式发布了《巴塞尔协议Ⅲ》，提高了资

本监管标准的要求。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

中国银监会”）于 2012 年发布《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提高资本监管标准，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分别为 7.5%、8.5%和

10.5%，监管部门亦将视情况增加不超过 2.5%的逆周期资本要求，

与国际巴塞尔协议Ⅲ接轨。同时，该办法在风险资产和资本定义

的计算规则方面更加严格，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要求。 

2016 年，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正式实施，

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范围，严格把控广义信贷增速，对商业

银行的资本要求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原中国银监会密集出台

一系列政策对银行表内、表外业务展开监管和规范，督促银行业

资金回归实体经济本源。 

2021 年 10 月，为进一步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健康

性，确保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时，具有充足的

损失吸收和资本充足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保监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了《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

力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先后于 2020 年 12 月

和 2021 年 10 月联合发布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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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进一步对系统重要性银行

的资本质量及资本充足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二、2022—2024 年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 

本行目前最低资本充足率目标为：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

法（试行）》的规定，非系统重要性银行至少需满足核心一级资本充

足率 7.5%、一级资本充足率 8.5%、资本充足率 10.5%的最低要求。

本行设定的资本管理目标需至少确保满足此要求。 

本行作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保监会于 2021 年 10 月评估认定本行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

行，属于第二组，适用 0.5%的附加资本要求，由核心一级资本满

足。根据《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规定，本行核

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及资本充足率需要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分别满足 8%、9%和 11%的监管要求。后续监管要求

如有调整，本行将以最新要求执行。此外，为保障本行稳健经营和

业务模式的顺利转型，本行有必要设置合理的资本缓冲，在满足未

来发展需要的同时，亦为可能提高的监管要求预留空间。 

三、资本补充途径 

本行在设计资本补充方案时，主要从改善资本构成、完善资

本补充计划、减少对本行股价影响等角度出发，在监管机构允许

范围内，根据本行资本水平和市场情况灵活选用核心一级资本工

具、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二级资本工具，适时补充本行资本。 

（一）优化收入和资产结构，加强内部积累，提高资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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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本行将积极拓宽和丰富收入渠道，优先加强低资本消耗业务

发展，不断提高盈利能力，在保持合理分红派息率的条件下逐步

增强内部资金的积累能力。同时，进一步优化表内外资产结构，

适度控制高风险的表内外资产，减少资本占用和提高资本使用效

率，实现资本、效益、风险的综合平衡。 

（二）多渠道补充资本，积极探索研究创新资本补充工具 

本行将在现有的监管框架内，根据本行实际发展情况，研究

非公开发行普通股股票、配股、优先股等一级资本补充工具，以

进一步优化资本结构。同时，本行将积极寻求新的资本补充工具，

利用沪港两地上市融资平台，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满足资本需求。

本行将积极响应监管机构的资本工具创新，探索和研究创新资本

工具的实施。 

四、资本管理措施 

（一）加强资本规划管理，确保资本充足稳定 

定期对中长期资本规划进行重检，并根据宏观环境、监管要

求、市场形势、业务发展、内部管理等情况变化，及时动态调整，

确保资本水平与未来业务发展和风险状况相适应。 

（二）加大资产结构调整力度，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调整和优化表内外资产结构，优先发展综合收益较高、资本

消耗低的业务。在业务发展中适当提高风险缓释水平，减少资本

占用；保持贷款平稳增长，改善投资结构；加强表外业务风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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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管理，以经济资本约束风险资产增长，实现资本水平与风险

水平合理匹配，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三）加强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流程，提高资本管理水平 

建立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确保充分识别、计量、监测和

报告主要风险状况，确保资本水平与面临的主要风险及风险管理

水平相适应，资本规划与经营状况、风险变化和长期发展战略相

匹配。 

（四）加强资本压力测试，完善资本应急预案 

按照监管要求，建立压力测试体系，确保具备充足的资本水

平，应对不利的市场条件变化。制定完善资本应急预案，明确压

力情况下相应政策安排和应对措施，确保满足计划外的资本需求，

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股东紧急注资、资产转让、加大风险缓释

力度等。 

本行将根据监管要求、宏观市场环境及内部管理需要，及时

对资本管理规划进行动态调整，确保本行资本水平与未来业务发

展和风险状况相匹配。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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