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管理规划 

（2024 年-2026 年） 

 

为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加强资本管理，强化资本约束，不断提高资本使用效

率，完善资本补充机制，有效发挥资本在业务发展中的约束功能和推动作用，促

进和保障本行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资本管理规划。 

一、资本规划目标 

本行资本规划的目标设定，以资本监管要求为基础，结合本行业务发展规划，

设定相对合理的资本充足率目标，使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回报率保持平衡。本行资

本充足率最低目标是在任一时点不低于当时的资本监管要求，在此基础上，还应

持有一定的资本储备作为资本缓冲，以提高本行支持实体经济、把握市场机会及

抵御风险的能力。 

结合上述要求，2024-2026年本行资本充足率最低目标为：核心一级资本充

足率不低于 8.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10%，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12.5%。 

如经济金融形势出现较大波动，监管机构调整商业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

本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目标应随监管机构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二、资本补充规划 

2024-2026年，本行将坚持以内源性资本积累为主、外源性融资为辅的资本

补充机制，多渠道、多方式筹措资本来源，努力保持资本水平充足，同时做到资

本补充和结构优化并举，形成科学合理的资本结构，实现资本组合不同成分的审

慎平衡。 

（一）内源性资本补充 

本行坚持以内部资本补充为主，实现业务经营可持续发展。一是提升盈利能

力，本行将进一步优化业务结构和客户结构，注重负债成本管控，提高风险定价

能力，努力保持净利润的稳健增长，提高资本回报水平，确保内生资本可持续增

长。二是严控不良资产，进一步提高对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减轻不良资产对利

润的侵蚀，在保证业务健康稳健发展的同时，维护资本的稳定性。三是制定合理、

稳定的分红政策，根据公司章程，除特殊情况外，如果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并

满足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等条件，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一年度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股利不少于该会计年度的税后利润的百分之十。在保障股东利益的

前提下，增强资本积累，以满足资本补充的需要，促进本行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外源性资本补充 

在资本内生积累的前提下，本行将积极实施外部资本补充，提高整体资本实

力。一是合理使用资本工具。未来三年，本行将综合考虑市场环境、融资效率、

融资成本等因素，择机实施外源资本补充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普通股、优先股、

可转债、无固定期限资本债、二级资本债等。二是探索资本工具创新。本行将在

监管部门许可的条件下，充分运用资本监管法规框架允许的各类新工具和渠道，

不断探索和创新资本补充工具，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提高资本补充的主动性和灵

活性，形成多元化、动态化、不同市场的资本补充机制。 

三、资本管理措施 

本行的资本管理将以资本约束为核心，推动全行战略转型，完善资本运用和

考核体系，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一）加大资产结构调整力度，提高资本运用效率。调整和优化表内外资产

结构，优先发展综合收益较高、资本占用较少的业务。在业务发展中适当提高风

险缓释水平，减少资本占用；准确计量表外业务风险资产，加强表外业务风险资

产的管理；通过资本配置引导业务部门和各级机构调整资产结构，以资本约束资

产增长，提高资本运用效率。 

（二）加强内部资本充足评估，提高资本管理水平。不断完善监管资本计量，

提升资本充足率计量、监测和分析工作的有效性，并持续优化内部资本充足评估

程序，确保充分识别、计量和评估各类主要风险，定期评估资本充足情况和抵御

风险能力，及时监测风险、资本与流动性状况，确保资本充足率水平与面临的主

要风险及风险管理水平相适应，确保资本规划与经营状况、风险变化和发展战略

相匹配。 

（三）加强压力测试，完善资本应急预案。充分考虑各类风险因素，不断优

化压力测试体系，完善资本充足率压力测试机制。明确压力情况下的相应政策安

排和应对措施，制定和完善资本应急预案，满足计划外的资本需求。确保具备充

足的资本水平及完整的资本应急措施以应对不利的市场条件变化。 

（四）完善内外部资本补充机制。根据宏观环境、监管要求、市场形势、业

务发展等情况的变化，对资本规划进行检视，确保资本水平与业务发展和风险状



况相适应。不断开拓收入来源，提高盈利能力，合理分红，实现资本的自我积累

和内生增长。积极研究创新资本工具，合理使用各类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确保

资本能够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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