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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体系和风险管理技术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继续致力于建立独立
、

全面
、

垂直
、

专业的风险管理体系
，

培育追求
“

滤掉
风险的收益

”

的风险管理文化
，

实施
“

优质行业
、

优质企业
，

主流市场
、

主流客户
”

的发展战
略

，

主动管理各层面的信用风险
、

流动性风险
、

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进一步优化信贷业务的授权管理体系
，

对于不同行业和地区进行差异化
授信风险管理

，

对小企业授信实行差异化管理
；

加快评级系统建设
，

完善信贷审批授权与评
级挂钩方式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零售评级系统正式投入运行
，

公司债项评级系统在部分分行开始
试运行

，

为本行实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高级内部评级法打下坚实基础
。

本行持续加强评级
基础管理工作

，

采取多重措施保障评级实施质量
，

不断完善信贷审批授权与评级的挂钩方
式

；

继续有序推进加权风险资产计量
、

资本充足自我评估
、

监管达标等三个项目的筹备工
作

，

为全面实施新资本协议做好准备
。

３．３．３

信用风险管理
信用风险是指银行借款人或者交易对手无法履行协议中所规定义务的风险

。

本行信用
风险主要存在于本行贷款组合

、

投资组合
、

担保
、

承诺和其他表内
、

表外风险敞口等
。

公司贷款风险管理
２０１０

年
，

面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

宏观调控力度频率加大
，

以及本行信贷规模快速扩大
的复杂形势

，

本行积极应对
，

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
，

进一步强化对重点领域的风险管理
。

报
告期内

，

本行贷款重点投向定价较高的小企业
、

逐步复苏的实体经济
，

如制造业
、

批发零售
业

、

供应链金融等本行特色业务
，

加大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退出力度
，

严格控制钢铁
、

水
泥等产能过剩行业授信

。

对房地产
、“

两高
”

①等行业以及竞争力不强
、

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大
的外向型企业

，

本行从严控制贷款投放
。

本行主动退出高风险贷款
，

按照户数的一定比例确
定主动退出的客户名单和计划

，

确保信贷资源投放到收益高
、

风险低的客户
。

报告期内本行
主动退出高风险客户

８９０

户
，

涉及贷款总额
２７１

亿元
，

占全部公司贷款客户数的
６．７％

。

①

“

两高
”

行业
：

指高能耗
、

高污染行业
。

—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
。

２０１０

年
，

随着中国政府四万亿扩大内需投资计划的逐步实
施

，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规模高速增长
，

防范有关信用风险成为本行风险管理的重点
。

本
行按照

“

支持
、

维持
、

调整
、

退出
”

的原则
，

审慎开展政府融资平台授信业务
：

一是严把授信准
入关

，

重点支持有充足稳定现金流的政府融资平台
，

确保政府平台贷款在信贷组合中占比
相对较小

。

二是加大风险排查和整改力度
，

有效化解风险
。

总行全年共进行四次逐户现场检
查

（

覆盖比例达到
１００％

），

并对重点分行的重点项目开展针对性风险排查
。

三是着力构建主
动退出机制

，

及早退出高风险贷款
，

贷款结构得到持续优化
。

四是及时按照监管要求
，

开展
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自查清理和解包还原工作

。

—

房地产开发贷款
。

本行审慎把握房地产贷款投放
。

２０１０

年
，

房地产开发商的信贷资
金需求明显增加

，

本行在从严审批的前提下适度支持抗风险能力较强的优质开发商开发的
优质住宅项目

。

与此同时
，

本行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调控风险
，

特别是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的
风险

，

强化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
：

一是坚持项目抵押和资金封闭管理
，

组织分行对房地产开
发贷款进行全面风险排查

；

二是对房地产开发贷款授信客户实施名单制管理
；

三是要求重
点分行组建房地产专业管理团队

，

提高专业化经营管理水平
。

— “

两高
”

行业贷款
。

本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节能减排和限制
“

两高
”

行业的各项政策
，

按照
“

总量控制
、

有保有压
”

的原则
，

重点支持产能过剩行业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

具备规模
优势和竞争力

、

抗风险能力较强的优质企业
，

从严控制对钢铁
、

有色
、

水泥和焦炭等重点
“

两
高

”

行业的贷款投放
，

加快退出竞争力不强
、

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企业
。

本行对
“

两
高

”

行业的授信业务鼓励以物流融资方式开展
。

小企业贷款风险管理
继
２００９

年第一批四家专营机构正式运行后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在上海
、

武汉等十家分行设立
专营机构

，

目前专营分行范围已达到
１４

家
。

通过专业化与集约化经营
，

本行小企业授信风险
控制能力不断提高

。

—

优化授信流程
。

本行根据小企业客户特点
，

结合分行风险控制能力和专营机构建设
情况

，

分别建立了小企业金融专营机构和非专营机构两套授信流程体系
，

在授信过程中更
加重视非财务信息

，

同时通过差异化管理
、

全流程风险把控
，

实现了效率与风险兼顾
。

—

推广集群开发模式
。

本行加快推广集群开发模式
，

以区域特色产业集群
、

成熟工业
园区

、

商品交易市场和供应链上下游的优质小企业为重点目标
，

通过集群模式
，

批量开发小
企业客户

，

控制整体授信风险
。

—

注重信用增级平台的建设
。

本行加大信用增级平台建设
，

通过针对性较强的商业合
作模式和营销策略

，

与多家担保公司
、

再担保公司
、

保险公司和政府小企业扶持基金等机构
合作

，

同时引导分行积极搭建信用合作平台
。

信用增级平台的建立对小企业授信业务风险
缓释发挥了积极作用

。

—

加强风险监控与客户动态调整
。

本行建立了黑名单库和违约信息通报机制
，

要求分
行每年对辖内小企业客户群进行评价

，

并根据评价结果
，

明确退出客户名单
，

制定退出计
划

，

通过动态调整不断优化小企业客户结构
。

零售信贷风险管理
２０１０

年
，

结合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日趋严格的监管要求
，

本行适时调整信贷政
策

，

强化风险控制
，

强调合规经营
，

通过梳理业务流程
、

加强贷后管理
，

零售信贷体系不断完
善

、

资产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
。

—

完善制度建设
。

本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和监管要求
，

及时调整个人住房贷款
政策

，

确保合规经营
、

风险可控
；

完成分行个贷中心建设工作
，

积极加强零售信贷运营管理
和风险控制体系建设

。

—

优化产品结构
。

本行积极探索和发展个人经营贷款
、

个人消费贷款等业务
，

丰富产
品结构

，

扩大业务规模
，

减轻单一产品过度集中带来的风险隐患
。

—

加强贷后管理
。

本行进一步完善系统建设
，

进行贷后检查
、

系统监控
，

加强个人贷
款业务的政策合规性和操作风险管理

，

定期通报全行个人贷款资产质量
，

加大对一年以上
不良贷款的清收力度

，

不断强化对资产质量的管理
。

信用卡风险管理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信用卡业务坚持
“

追求滤掉风险的真实收益
”

的风险管理理念
，

遵循
“

调
整

、

管理
、

创新
、

发展
”

的信贷方针
，

以客户结构组合管理带动信贷结构优化
，

以不断创新的
产品组合体系带动高端客户引入

，

通过建立健全风险资产约束机制
，

实现贷款规模有效扩
大

，

贷款收益能力显著增长
，

资产质量持续优化
。

—

提升营销能力
。

本行积极调整信用卡营销策略
，

初步实现销售模式战略转型
，

进一
步强化数据库营销等低风险

、

低成本营销渠道建设
，

强化精细化客户销售能力
。

以存量客户
经营为重点

，

推出新型信贷组合产品
，

增加优质客户贷款占比
，

提升优质客户信用卡交易活
跃度

。

—

加快客户结构调整
。

本行以高端产品为依托
，

实现优质高端客户的大量引入
，

通过
调整准入政策和额度政策

，

进一步提升中高端客户比例
。

严格限制高风险客户准入
，

逐步压
缩高风险客户占比

。

—

提升风险管理技术
。

本行积极开发多种风险量化管理技术
，

通过有效风险量化识
别工具

，

提升信用卡业务整体风险防控能力
。

进一步完善分中心属地化风险管理体系
，

将风
险职能进行前置

，

迅速
、

高效应对风险事件
，

全面提升属地新客户审查质量
、

催收效能与反
欺诈水平

。

—

强化不良贷款催收能力
。

本行以挖掘存量催收账户
、

建立风险预警体系为重点
，

加
强专业队伍与系统建设

，

全面提升不良资产的清收能力
。

资金业务风险管理
本行资金资本业务年度授信政策由总行风险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负

责确定
，

总行资金资本市场部负责本行资金资本业务的日常营运和投资决策
。

根据风险管
理独立性原则

，

总行风险管理部和计划财务部分别在资金资本业务的重要风险决策过程中
承担相应的职责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继续审慎开展有价证券投资业务
，

并向客户提供资金增值避险服务
。

—

人民币债券投资
。

２０１０

年
，

国内人民币债券市场快速发展
，

本行遵循年度授信政策
，

积极调整结构
，

以行业内优质企业为重点信用投资对象
，

整体收益超过行业平均水平
。

—

外币债券投资
。

２０１０

年
，

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缓慢复苏
，

受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
政策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双重影响

，

各主要外币债券市场均呈现宽幅波动
。

本行按照年
初制定的风险管理指引

，

积极采取措施进一步优化了资产结构
。

—

资金增值避险服务
。

本行秉承风险严格控制原则
，

积极向客户提供风险管理和资金
保值增值服务

。

在向客户提供资金保值增值服务时注重加强客户适用度分析
，

严格防范信
用风险

。

贷款监测及贷后管理
２０１０

年
，

为有效应对经济形势和国家政策调整带来的信贷风险
，

本行紧紧围绕
“

健全制
度

、

规范管理
、

化解风险
、

安全经营
”

的信贷管理理念
，

主要从夯实基础
、

提升管理
、

服务业务
三个方面加强对信贷风险的管理

。

—

信贷管理的目标性和针对性明显提升
。

本行持续强化对重点业务
、

行业
、

企业
、

客户
的风险监控

，

推进和强化对零售信贷
、

贸易融资业务
、

信用卡业务
、

资金资本市场业务的风
险监控和信息分析

，

风险预警工作的重点更加突出
，

风险监控更有针对性
。

—

信贷管理措施细致程度明显提升
。

本行根据各项信贷管理制度
，

细化管理措施
，

强
化对分行贷款回收工作的月度考评

，

确保了贷款本金和利息按时足额回收
。

—

信贷资产质量控制手段明显提升
。

本行强化信贷资产质量分析和指标考核
，

引导分行
加强贷款分类和损失准备金计提管理

；

督导分行通过完善信贷资产分析等各种分析报告
，

提升统计分析能力
；

强化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控管理
，

加强对信贷风险的排查力度
。

—

信贷管理制度基础进一步夯实
。

本行先后制定下发了
《

中信银行流动资金贷款管理
办法

（

试行
）》、《

中信银行授信风险集中度指标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版
）》、《

中信银行公司授信
合同电子化管理办法

》、《

中信银行客户风险统计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０

年版
）》

等
８

项基础性制度
，

进一步夯实了信贷管理基础
，

确保信贷业务有章可依
。

—

信贷管理工作的技术支持明显提升
。

本行首次实现授信合同电子化打印
，

放款审核
电子化程度显著提高

。 “

天网
”

集团客户授信风险管理系统和
“

天计
”

信贷管理统计系统成功
上线

，

实现对客户结算账户资金双向监控
，

进一步加强对贷款资金用途的监控能力
。

—

信贷合规建设明显提升
。

本行主动加强现场检查的覆盖面和检查频率
，

先后组织政
府融资平台贷款

、

票据业务
、

贷款分类质量等现场检查
，

对相关制度规范的落实
、

信贷资金
流向

、

房地产贷款
、

两高一剩行业贷款
、

物流融资业务等进行风险排查
，

加大处罚力度
，

进一
步促进全行各项业务合规经营

。

—

信贷管理工作深度和力度明显提升
。

提高放款审核能力和标准
，

贯彻新规要求
，

有效
防范信贷操作风险

；

提高贷后检查和风险预警质量
，

有效化解和回收风险贷款
；

细化管理措
施

，

确保到期贷款本息按时足额回收
；

强化质量分析和指标考核
，

推进资产质量持续优化
；

深化信贷检查和问题整改
，

提高合规风险文化建设
。

据不完全统计
，

全行放款中心堵截风险
６７

亿元
；

贷后管理成功回收正常类和关注类的风险贷款
９３

亿元
。

为了便于更好的了解和评估本集团承担的信用风险
，

下文将依次描述本集团贷款分布
情况

，

以及贷款质量情况和贷款损失准备情况
。

信用风险分析
贷款分布
截至报告期末

，

本集团贷款总额达
１２

，

６４２．４５

亿元人民币
，

比上年末增加
１

，

９８５．９６

亿元人

民币
，

增长
１８．６４％

。

本集团不断优化信贷资产区域结构
，

各区域贷款协调增长
。

本集团贷款主要在中国东
部沿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

如长江三角洲
、

环渤海地区及珠江三角洲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集
团对这三大区域贷款余额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为

６７．０９％

。

２０１０

年贷款增量较大的地区是环渤
海地区和长江三角洲

，

分别增加
５２１．９１

亿元和
４３４．７９

亿元人民币
。

２０１０

年
，

本集团积极贯彻落
实国家扩大内需的相关政策

，

适度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优质项目的支持力度
，

中西部地区
贷款占比有所提高

。

按地区划分的贷款集中度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地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环渤海地区
（

１

）

３４６

，

０９８ ２７．３８ ２９３

，

９０７ ２７．５８

长江三角洲
３２７

，

５３４ ２５．９１ ２８４

，

０５５ ２６．６６

珠江三角洲及海峡西岸
１７４

，

５１０ １３．８０ １４５

，

２２２ １３．６３

中部地区
１５９

，

５３４ １２．６２ １３３

，

００９ １２．４８

西部地区
１４３

，

２３７ １１．３３ １１３

，

４９９ １０．６５

东北地区
４１

，

２３９ ３．２６ ３４

，

９６５ ３．２８

中国境外
７２

，

０９３ ５．７０ ６０

，

９９２ ５．７２

贷款合计
１

，

２６４

，

２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６５

，

６４９ １００．００

注
：

包括总部
。

本行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地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环渤海地区
（

１

）

３４５

，

０３７ ２９．０４ ２９３

，

０５６ ２９．２９

长江三角洲
３２５

，

６７８ ２７．４１ ２８２

，

１３８ ２８．２０

珠江三角洲及海峡西岸
１７３

，

３１８ １４．５９ １４３

，

８０７ １４．３７

中部地区
１５９

，

５３４ １３．４３ １３３

，

００９ １３．３０

西部地区
１４３

，

２３７ １２．０６ １１３

，

４９９ １１．３５

东北地区
４１

，

２３９ ３．４７ ３４

，

９６５ ３．４９

贷款合计
１

，

１８８

，

０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４７４ １００．００

注
：

包括总部
。

按产品划分的贷款集中度
截至报告期末

，

本集团公司贷款
（

不含票据贴现
）

余额达
９

，

９２２．７２

亿元人民币
，

比上年末
增加

１

，

６９６．３７

亿元人民币
，

增长
２０．６２％

；

个人贷款余额达
２

，

１６２．７４

亿元人民币
，

比上年末增加
６８０．３４

亿元人民币
，

增长
４５．８９％

；

票据贴现达
５５６．９９

亿元人民币
，

比上年末减少
３９０．７５

亿元人
民币

，

下降
４１．２３％

。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公司贷款
９９２

，

２７２ ７８．４９ ８２２

，

６３５ ７７．２０

个人贷款
２１６

，

２７４ １７．１１ １４８

，

２４０ １３．９１

票据贴现
５５

，

６９９ ４．４０ ９４

，

７７４ ８．８９

贷款合计
１

，

２６４

，

２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６５

，

６４９ １００．００

本行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公司贷款
９３３

，

１８５ ７８．５５ ７７３

，

５５７ ７７．３２

个人贷款
２０１

，

３４６ １６．９５ １３３

，

６３７ １３．３６

票据贴现
５３

，

５１２ ４．５０ ９３

，

２８０ ９．３２

贷款合计
１

，

１８８

，

０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４７４ １００．００

个人贷款结构
２０１０

年
，

本集团稳健开展个人住房按揭业务和信用卡业务
，

住房按揭贷款和信用卡贷
款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４０．２９％

和
３７．９０％

。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住房按揭贷款
１６０

，

１４９ ７４．０５ １１４

，

１５６ ７７．０１

信用卡贷款
１９

，

５７０ ９．０５ １４

，

１９１ ９．５７

其他
３６

，

５５５ １６．９０ １９

，

８９３ １３．４２

个人贷款合计
２１６

，

２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８

，

２４０ １００．００

本行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住房按揭贷款
１４９

，

８５２ ７４．４２ １０３

，

６６０ ７７．５７

信用卡贷款
１９

，

３４２ ９．６１ １３

，

９１８ １０．４１

其他
３２

，

１５２ １５．９７ １６

，

０５９ １２．０２

个人贷款合计
２０１

，

３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３

，

６３７ １００．００

按行业划分的贷款集中度
２０１０

年
，

由于经济复苏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

本集团积极支持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的
制造

、

批发零售等重点行业
。

同时
，

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下
，

本集团加大对制
造业细分及其管理力度

，

加强对产能过剩
、

潜在过剩及宏观调控影响较大行业的风险监控
，

有效控制行业风险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集团公司贷款发放最多的前五大行业的贷款总额占
公司贷款总额的比例为

６８．２３％

。

从增量结构看
，

报告期内贷款增加最多的五个行业是制造
业

、

批发和零售业
、

房地产开发业
、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

建筑业
，

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４９８．１８

亿元人民币
、

４３０．７０

亿元人民币
、

２６１．２１

亿元人民币
、

２２１．７７

亿元人民币和
１０２．４４

亿元
人民币

。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行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制造业
２６０

，

２６４ ２６．２３ ２１０

，

４４６ ２５．５８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１２４

，

７３４ １２．５７ １０２

，

５５７ １２．４７

电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 ８１

，

８６９ ８．２５ ８５

，

１０６ １０．３４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２８

，

９４２ １２．９９ ８５

，

８７２ １０．４４

房地产开发业
７２

，

４３３ ７．３０ ４６

，

３１２ ５．６３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８１

，

２０５ ８．１９ ７４

，

６０４ ９．０７

租赁和商业服务
４８

，

４４４ ４．８８ ４９

，

９００ ６．０７

建筑业
４４

，

７９８ ４．５１ ３４

，

５５４ ４．２０

公共及社会机构
５８

，

１６３ ５．８６ ４９

，

５６０ ６．０２

金融业
６

，

２４５ ０．６３ ６

，

５５１ ０．８０

其他客户
８５

，

１７５ ８．５９ ７７

，

１７３ ９．３８

公司贷款合计
９９２

，

２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８２２

，

６３５ １００．００

本行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行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制造业
２５１

，

２４９ ２６．９２ ２０４

，

７０６ ２６．４６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１２２

，

１４２ １３．０９ ９９

，

８２３ １２．９１

电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 ８１

，

５６１ ８．７４ ８４

，

８１９ １０．９６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２０

，

６１６ １２．９３ ８２

，

１５９ １０．６２

房地产开发业
６１

，

７８０ ６．６２ ３７

，

３２０ ４．８２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８１

，

１５５ ８．７０ ７４

，

６０４ ９．６４

租赁和商业服务
４８

，

２６３ ５．１７ ４９

，

８００ ６．４４

建筑业
４４

，

６３０ ４．７８ ３４

，

３８１ ４．４５

公共及社会机构
５８

，

０８７ ６．２２ ４９

，

５６０ ６．４１

金融业
２

，

５１２ ０．２７ ２

，

５８３ ０．３３

其他客户
６１

，

１９０ ６．５６ ５３

，

８０２ ６．９６

公司贷款合计
９３３

，

１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７７３

，

５５７ １００．００

按担保方式划分的贷款分布情况
为积极应对不确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变化

，

２０１０

年本集团继续坚持
“

优质行业
、

优质企
业

、

主流市场
、

主流客户
”

的客户战略
，

加大对优质客户的信贷支持力度
，

同时
，

注重通过抵
押方式缓释风险

，

使得抵押贷款占比有所提高
。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担保方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信用贷款
３３６

，

８０６ ２６．６４ ２９３

，

９７４ ２７．５９

保证贷款
３０６

，

５１０ ２４．２４ ２３３

，

０９９ ２１．８７

抵押贷款
４３４

，

６５７ ３４．３８ ３３５

，

３４３ ３１．４７

质押贷款
１３０

，

５７３ １０．３３ １０８

，

４５９ １０．１８

小计
１

，

２０８

，

５４６ ９５．５９ ９７０

，

８７５ ９１．１１

票据贴现
５５

，

６９９ ４．４１ ９４

，

７７４ ８．８９

贷款合计
１

，

２６４

，

２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６５

，

６４９ １００．００

本行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担保方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信用贷款
３２２

，

７５８ ２７．１７ ２８３

，

３９４ ２８．３３

保证贷款
２８６

，

５７１ ２４．１２ ２１６

，

３１２ ２１．６２

抵押贷款
３９９

，

４２４ ３３．６２ ３０１

，

４９３ ３０．１４

质押贷款
１２５

，

７７８ １０．５９ １０５

，

９９５ １０．５９

小计
１

，

１３４

，

５３１ ９５．５０ ９０７

，

１９４ ９０．６８

票据贴现
５３

，

５１２ ４．５０ ９３

，

２８０ ９．３２

贷款合计
１

，

１８８

，

０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４７４ １００．００

公司贷款客户集中度
本集团注意对公司贷款客户的集中风险控制

。

目前
，

本集团符合有关借款人集中度的
适用监管要求

。

本集团将单一借款人定义为明确的法律实体
，

因此一名借款人可能是另一
名借款人的关联方

。

本集团
主要监管指标 监管标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

％

）

≤１０ ５．２１ ５．０６ ２．９２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

％

）

≤５０ ３０．０１ ３４．７０ ２１．９３

注
：（

１

）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余额╱资本净额
（

２

）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合计余额╱资本净额
（

３

）

由于本集团
２００９

年末资本净额已重述
，

因此上表内
２００９

年末数据已重述
。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行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贷款总额

百分比
（

％

）

占监管资本百分
比

（

％

）

借款人
Ａ

公共及社会机构
８

，

１５８ ０．６５ ５．２１

借款人
Ｂ

批发和零售业
６

，

７３３ ０．５３ ４．３０

借款人
Ｃ

公共及社会机构
６

，

０００ ０．４７ ３．８３

借款人
Ｄ

电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５

，

４８７ ０．４３ ３．５０

借款人
Ｅ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５

，

０６１ ０．４０ ３．２３

借款人
Ｆ

电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３

，

５００ ０．２８ ２．２３

借款人
Ｇ

公共及社会机构
３

，

１８８ ０．２５ ２．０４

借款人
Ｈ

其他客户
３

，

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９２

借款人
Ｉ

公共及社会机构
３

，

０００ ０．２４ １．９２

借款人
Ｊ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２

，

８７１ ０．２３ １．８３

贷款合计
４６

，

９９８ ３．７２ ３０．０１

本集团重点围绕扩大内需
，

坚持
“

优质行业
、

优质企业
、

主流市场
、

主流客户
”

的客户战
略

，

适度加大对大型优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优质大型客户的支持力度
，

本集团最大十家
公司贷款客户的贷款余额合计为

４６９．８８

亿元人民币
，

占贷款余额的
３．７２％

。

贷款质量分析
本节以下部分重点分析本行贷款质量情况

。

贷款五级分类情况
本行根据中国银监会制定的

《

贷款风险分类指引
》

衡量及管理本行信贷资产的质量
。

《

贷款风险分类指引
》

要求中国商业银行将信贷资产分为正常
、

关注
、

次级
、

可疑
、

损失五类
，

其中后三类贷款被视为不良贷款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持续加强贷款分类集中化管理
，

不断完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管理体制
，

在
坚持

“

贷款回收的安全性
”

这一核心标准基础上
，

充分考虑影响信贷资产质量的各项因素
，

针对不同级别的贷款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措施
。

本行坚持的贷款风险分类认定流程是业务部门执行贷后检查的结果
，

经过分行授信主
办部门提出初步意见

、

分行信贷管理部门初步认定
、

分行风险主管审定和总行最终认定
。

本
行对风险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贷款实施动态分类调整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继续与外部审计机构合作
，

共同完成了信贷质量和风险分类抽样
（

重点是
政府融资平台贷款

）

检查工作
，

进一步巩固了贷款分类级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贷款分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正常类
１

，

２４４

，

４７８ ９８．４４ １

，

０４７

，

２６５ ９８．２８

关注类
１１

，

２３４ ０．８９ ８

，

２２７ ０．７７

次级类
２

，

３３９ ０．１９ ３

，

２３５ ０．３０

可疑类
４

，

８７０ ０．３８ ５

，

２０１ ０．４９

损失类
１

，

３２４ ０．１０ １

，

７２１ ０．１６

贷款合计
１

，

２６４

，

２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６５

，

６４９ １００．００

正常贷款
１

，

２５５

，

７１２ ９９．３３ １

，

０５５

，

４９２ ９９．０５

不良贷款
８

，

５３３ ０．６７ １０

，

１５７ ０．９５

注
：

正常贷款包括正常类贷款和关注类贷款
，

不良贷款包括次级类贷款
、

可疑类贷款和
损失类贷款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实现
“

双下降
”。

其中
，

按照
监管风险分类标准确认的不良贷款余额

８５．３３

亿元人民币
，

较上年末减少
１６．２４

亿元人民币
；

不良贷款率
０．６７％

，

较上年末下降
０．２８

个百分点
。

本行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贷款分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正常类
１

，

１７０

，

４９１ ９８．５２ ９８３

，

９７８ ９８．３５

关注类
１０

，

０６６ ０．８５ ７

，

４８７ ０．７５

次级类
１

，

７０３ ０．１４ ２

，

４８４ ０．２５

可疑类
４

，

４６６ ０．３８ ４

，

８６９ ０．４９

损失类
１

，

３１７ ０．１１ １

，

６５６ ０．１６

贷款合计
１

，

１８８

，

０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４７４ １００．００

正常贷款
１

，

１８０

，

５５７ ９９．３７ ９９１

，

４６５ ９９．１０

不良贷款
７

，

４８６ ０．６３ ９

，

００９ ０．９０

注
：

正常贷款包括正常类贷款和关注类贷款
，

不良贷款包括次级类贷款
、

可疑类贷款和
损失类贷款

。

在
２０１０

年复杂的经济金融环境中
，

本行通过结构调整
，

强化贷款监测及贷后管
理

，

在保证贷款质量稳定运行的前提下
，

实现了贷款规模
１８．７５％

的稳健增长
。

截至报告期
末

，

正常类贷款比上年末增加
１

，

８６５．１３

亿元人民币
，

增长
１８．９５％

，

占比进一步提高至
９８．５２％

。

关注类贷款占比较上年基本持平
，

余额比上年末增加
２５．７９

亿元人民币
，

主要是由于本行按
照审慎原则

，

下调了个别贷款的级次
，

以督促分行尽早采取措施
，

化解潜在风险
。

本行不良
贷款率为

０．６３％

，

较年初下降
０．２７

个百分点
，

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

不良贷款余额
７４．８６

亿元人
民币

，

较年初减少
１５．２３

亿元人民币
，

显示了本行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主要通过催收
、

法律诉讼
、

仲裁
、

重组等常规手段对不良贷款进行处置
，

共
计消化不良贷款

２９．９

亿元人民币
。

贷款迁徙情况
下表列示了所示期间本行贷款五级分类迁徙情况

。

本行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正常类迁徙率

（

％

）

０．８３ ０．５３ １．４２

关注类迁徙率
（

％

）

５．０９ ６．７１ ６．９４

次级类迁徙率
（

％

）

２８．６５ １８．１６ ３９．０３

可疑类迁徙率
（

％

）

７．３２ ５．３５ １９．２８

正常贷款迁徙至不良贷款迁徙率
（

％

）

０．１０ ０．３２ ０．３６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正常贷款迁徙到不良贷款的迁徙率较
２００９

年末有所下降
，

主要原因是本行
抓住有利时机

，

加强信贷结构调整
，

积极推行退出机制
，

加强贷款回收管理
，

前移风险化解
关口

，

有效控制了贷款风险持续恶化
，

降低了向下迁徙的可能性
。

逾期贷款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即期贷款
１

，

２５３

，

６６６ ９９．１６ １

，

０５４

，

８４４ ９８．９９

贷款逾期
（

１

）：

１

–

９０

天
３

，

１８５ ０．２５ ２

，

８４４ ０．２６

９１

–

１８０

天
５８２ ０．０５ ５９８ ０．０６

１８１

天或以上
６

，

８１２ ０．５４ ７

，

３６３ ０．６９

小计
１０

，

５７９ ０．８４ １０

，

８０５ １．０１

贷款合计
１

，

２６４

，

２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６５

，

６４９ １００．００

逾期
９１

天或以上的贷款
７

，

３９４ ０．５９ ７

，

９６１ ０．７５

重组贷款
（

２

）

６

，

９２６ ０．５５ ４

，

１４６ ０．３９

注
：（

１

）

逾期贷款是指本金或利息已逾期一天或以上的贷款
。

（

２

）

重组贷款是指原已逾期或降级但对金额
、

期限等条件重新组织安排的贷款
。

本行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余额 占比
（

％

）

即期贷款
１

，

１７９

，

０１７ ９９．２４ ９９０

，

８７５ ９９．０４

贷款逾期
（

１

）：

１

–

９０

天
２

，

５９５ ０．２２ ２

，

１４０ ０．２１

９１

–

１８０

天
５３３ ０．０４ ５７７ ０．０６

１８１

天或以上
５

，

８９８ ０．５０ ６

，

８８２ ０．６９

小计
９

，

０２６ ０．７６ ９

，

５９９ ０．９６

贷款合计
１

，

１８８

，

０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４７４ １００．００

逾期
９１

天或以上的贷款
６

，

４３１ ０．５４ ７

，

４５９ ０．７５

重组贷款
（

２

）

６

，

２７８ ０．５３ ３

，

５７７ ０．３６

注
：（

１

）

逾期贷款是指本金或利息已逾期一天或以上的贷款
。

（

２

）

重组贷款是指原已逾期或降级但对金额
、

期限等条件重新组织安排的贷款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切实落实
“

早发现
、

早行动
、

早化解
”

的风险化解工作
，

通过管理系统手段
，

继续强化贷款逾期本金和利息监控
，

每月监控通报各分行贷款本金和利息逾期情况
，

督促
分行加快逾期贷款的回收

，

收到良好效果
。

截至报告期末
，

逾期贷款余额和占比较
２００９

年有
所下降

，

其中
，

逾期
９１

天或以上的贷款余额比上年末减少
１０．２８

亿元人民币
。

按客户类型划分的不良贷款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余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公司贷款
７

，

７２７ ９０．５５ ０．７８ ９

，

０００ ８８．６１ １．０９

个人贷款
８０６ ９．４５ ０．３７ １

，

１１９ １１．０２ ０．７５

票据贴现
－ － － ３８ ０．３７ ０．０４

不良贷款合计
８

，

５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７ １０

，

１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５

本行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余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公司贷款
６

，

７０１ ８９．５１ ０．７２ ７

，

９０４ ８７．７４ １．０２

个人贷款
７８５ １０．４９ ０．３９ １

，

０６７ １１．８４ ０．８０

票据贴现
－ － － ３８ ０．４２ ０．０４

不良贷款合计
７

，

４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３ ９

，

０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０

本行公司贷款在保持质量稳定的前提下
，

规模稳健增长
。

截至报告期末
，

公司贷款不良
余额下降

１２．０３

亿元人民币
，

不良率下降
０．３０

个百分点
；

个人贷款不良余额下降
２．８２

亿元人民
币

，

不良率下降
０．４１

个百分点
。

个人不良贷款分布情况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余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信用卡贷款
４３１ ５３．４７ ２．２０ ６８２ ６０．９５ ４．８１

住房按揭贷款
１７７ ２１．９６ ０．１１ １７８ １５．９１ ０．１６

其他
１９８ ２４．５７ ０．５４ ２５９ ２３．１４ １．３０

个人不良贷款合计
８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７ １

，

１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５

本行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余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余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信用卡贷款
４３０ ５４．７８ ２．２２ ６７９ ６３．６４ ４．８８

住房按揭贷款
１６５ ２１．０２ ０．１１ １７７ １６．５９ ０．１７

其他
１９０ ２４．２０ ０．５９ ２１１ １９．７７ １．３１

个人不良贷款合计
７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０．３９ １

，

０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８０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通过收紧授信政策
、

加强销售渠道风险管控能力
、

完善审批流程
、

不良资
产核销

（

全年核销信用卡不良贷款
４．３３

亿元人民币
）

等一系列措施
，

有效控制了信用卡贷款
质量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行信用卡不良贷款余额比上年末减少
２．４９

亿元人民币
，

住房按揭和
其他贷款质量继续保持优良

，

其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均有所下降
。

按地理区域划分的不良贷款分布情况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地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占比

（

％

）

不良率
（

％

）

金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环渤海地区
（

１

）

２

，

３６２ ２７．６８ ０．６８ ３

，

２３７ ３１．８７ １．１０

长江三角洲
１

，

９５０ ２２．８５ ０．６０ ２

，

２６４ ２２．２９ ０．８０

珠江三角洲及海峡
西岸 １

，

５８３ １８．５５ ０．９１ １

，

３３１ １３．１０ ０．９２

中部地区
４７９ ５．６２ ０．３０ ７０３ ６．９３ ０．５３

西部地区
５３１ ６．２２ ０．３７ ７１５ ７．０４ ０．６３

东北地区
６５１ ７．６３ １．５８ ８３３ ８．２０ ２．３８

境外
９７７ １１．４５ １．３６ １

，

０７４ １０．５７ １．７６

不良贷款合计
８

，

５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７ １０

，

１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５

注
：

包括总部
。

本行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地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金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环渤海地区
（

１

）

２

，

３６２ ３１．５５ ０．６８ ３

，

２３７ ３５．９３ １．１０

长江三角洲
１

，

９２６ ２５．７３ ０．５９ ２

，

２３７ ２４．８３ ０．７９

珠江三角洲及海峡
西岸 １

，

５３７ ２０．５３ ０．８９ １

，

２８４ １４．２５ ０．８９

中部地区
４７９ ６．４０ ０．３０ ７０３ ７．８０ ０．５３

西部地区
５３１ ７．０９ ０．３７ ７１５ ７．９４ ０．６３

东北地区
６５１ ８．７０ １．５８ ８３３ ９．２５ ２．３８

不良贷款合计
７

，

４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３ ９

，

０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０．９０

注
：

包括总部
。

本行贷款整体质量保持稳定
，

特别是外向型企业和民营企业较为集中的珠江三角洲及
海峡西岸地区的贷款质量未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严重影响

，

该地区不良贷款率仅为
０．８９％

，

与上年末持平
；

环渤海地区
、

长江三角洲和中部地区的不良贷款余额比上年末分别减少了
８．７５

亿元人民币
、

３．１１

亿元人民币和
２．２４

亿元人民币
，

显示了本行信贷管理能够有效应对复
杂的经济和金融环境

。

按行业划分的公司不良贷款的分布情况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行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金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制造业
３

，

０７６ ３９．８１ １．１８ ３

，

９５２ ４３．９１ １．８８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
政业 ９７ １．２６ ０．０８ １００ １．１１ ０．１０

电力
、

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 ２１９ ２．８３ ０．２７ ３４７ ３．８６ ０．４１

批发和零售业
１

，

３６９ １７．７２ １．０６ １

，

２７５ １４．１７ １．４８

房地产开发业
１

，

１０３ １４．２７ １．５２ １

，

１１４ １２．３８ ２．４１

租赁和商业服务
３２３ ４．１８ ０．６７ ３４５ ３．８３ ０．６９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１５ ０．１９ ０．０２ ４３ ０．４８ ０．０６

建筑业
７６ ０．９８ ０．１７ １６４ １．８２ ０．４７

金融业
６４ ０．８３ １．０２ １３８ １．５３ ２．１１

公共及社会机构
— — — — — —

其他客户
１

，

３８５ １７．９３ １．６３ １

，

５２２ １６．９１ １．９７

公司不良贷款合计
７

，

７２７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８ ９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９

本行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行业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金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金额 占比
（

％

）

不良率
（

％

）

制造业
２

，

９４１ ４３．８９ １．１７ ３

，

８６６ ４８．９１ １．８９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
政业 ９６ １．４３ ０．０８ １００ １．２７ ０．１０

电力
、

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 ２１９ ３．２７ ０．２７ ３３７ ４．２６ ０．４０

批发和零售业
１

，

３３２ １９．８８ １．１０ １

，

１９５ １５．１２ １．４６

房地产开发业
１

，

０５７ １５．７７ １．７１ １

，

０２４ １２．９６ ２．７４

租赁和商业服务
３２３ ４．８２ ０．６７ ３４５ ４．３６ ０．６９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１５ ０．２２ ０．０２ ４３ ０．５４ ０．０６

建筑业
７６ １．１３ ０．１７ １６４ ２．０７ ０．４８

金融业
６４ ０．９６ ２．５５ １３８ １．７５ ５．３４

公共及社会机构
— — — — — —

其他客户
５７８ ８．６３ ０．９４ ６９２ ８．７６ １．２９

公司不良贷款合计
６

，

７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７２ ７

，

９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２

本行积极调整信贷结构
，

坚持
“

优质行业
，

优质企业
，

主流市场
，

主流客户
”

的授信政策
，

各行业贷款质量保持稳定
，

制造业
、

电力
、

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建筑业
、

金融业不良贷
款余额比上年末分别减少

９．２５

亿元人民币
、

１．１８

亿元人民币
、

０．８８

亿元人民币和
０．７４

亿元人
民币

，

不良率比上年末分别下降
０．７２

、

０．１３

、

０．３１

和
２．７９

个百分点
。

贷款损失准备分析
贷款损失准备的变化
本集团按照审慎

、

真实的原则
，

及时
、

足额地计提贷款损失准备
。

贷款损失准备包括两
部分

，

即按单项方式评估的准备和按组合方式评估的准备
。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期初余额

１５

，

１７０ １４

，

０００

本年计提
（

１

）

４

，

２３８ ２

，

４４６

折现回拨
（

２

）

－１３３ －１２６

转出
（

３

）

－９３ －２

核销
－１

，

１０５ －１

，

３２６

收回以前年度已核销贷款及垫款
１４２ １７８

期末余额
１８

，

２１９ １５

，

１７０

注
：（

１

）

等于在本集团合并损益表中确认为本集团计提的贷款减值损失净额
。

（

２

）

等于已减值贷款现值经过一段时间后的增加金额
，

本集团确认为利息收入
。

（

３

）

包括贷款转为抵债资产而释放的贷款损失准备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集团贷款损失准备余额由上年末的
１５１．７０

亿元人民币上升至
１８２．１９

亿元人民币
，

较年初增加
３０．４９

亿元人民币
，

其中全年计提贷款损失准备
４２．３８

亿元人民币
，

主要是由贷款投放引起的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集团贷款损失准备余额对不良贷款余额即拨
备覆盖率

、

贷款损失准备余额对贷款总额的比率分别为
２１３．５１％

和
１．４４％

。

本行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期初余额

１４

，

６２０ １３

，

５７２

本年计提
（

１

）

４

，

０６５ １

，

９５５

折现回拨
（

２

）

－１２５ －１２５

转出
（

３

）

－７４ －

核销
－９５０ －８８４

收回以前年度已核销贷款及垫款
１２４ １０２

期末余额
１７

，

６６０ １４

，

６２０

注
：（

１

）

等于在本行合并损益表中确认为本行计提的贷款减值损失净额
。

（

２

）

等于已减值贷款现值经过一段时间后的增加金额
，

本行确认为利息收入
。

（

３

）

包括贷款转为抵债资产而释放的贷款损失准备
。

截至报告期末
，

本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
１７６．６０

亿元人民币
，

比上年末增加
３０．４０

亿元
人民币

，

全年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净额为
４０．６５

亿元人民币
，

贷款损失准备余额对不良贷款余
额即拨备覆盖率

、

贷款损失准备余额对贷款总额的比率分别为
２３５．９１％

和
１．４９％

，

拨备覆盖
率比上年末增加

７３．６３

个百分点
。

贷款损失准备增长主要是受贷款规模增长的带动
，

与此同
时

，

不良贷款余额维持较低水平
，

致使拨备覆盖率较年初提高
，

风险抵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
升

。

（

四
）

市场风险管理
本行市场风险主要来源于利率

、

汇率等市场价格的不利变动
。

本行建立了涵盖市场风
险识别

、

计量
、

监测和控制等各环节的市场风险管理制度体系
，

通过准入审批和限额管理方
式对市场风险进行管理

，

将潜在的市场风险损失控制在可接受水平
，

以实现经风险调整的
收益最大化

。

本行总行市场风险管理委员会作为市场风险管理的决策机构
，

负责制定市场风险管理
的政策

、

流程
，

审批市场风险准入和限额结构
。

计划财务部作为市场风险管理部门
，

负责市
场风险管理的日常工作

。

业务部门负责执行市场风险管理的各项政策
、

流程
，

确保市场风险
水平控制在总行市场风险管理委员会设定的额度内

。

２０１０

年
，

本行继续推进市场风险管理体制的优化完善
，

健全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制度
，

并
密切关注市场变化

，

加强市场风险主动管理和独立监控
，

不断丰富市场风险报告体系
，

市场
风险管控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

３．３．４

利率风险管理
本行利率风险主要来源于资产负债利率重新定价期限错配对收益的影响

，

以及市场利
率变动对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影响

。

本行主要通过掉期
、

远期等衍生产品交易对资产负债
表及资金资本市场业务投资组合的利率风险进行有效控制

。

对于资产负债表的利率风险
，

本行主要通过缺口分析的方法进行评估
。

根据缺口现状
，

调整贷款利率重定价周期
，

优化公司类存款的期限结构
，

从而有效控制重定价风险
。

对于资金资本市场业务金融工具的利率风险
，

本行采用久期分析
、

敏感度分析
、

压力测
试和情景模拟等方法进行计量和控制

，

并设定利率敏感度
、

久期
、

敞口等风险限额
。

本行依
托先进的市场风险管理系统和独立的内控中台

，

对风险限额的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监控
、

管
理和报告

。

利率风险分析
２０１０

年
，

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

随着监管机构不断加大信贷规模调控力度
、

连续上调
存款准备金率

，

以及第四季度两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等一系列偏紧货币政策效应
的逐步显现

，

人民币市场利率整体呈上升趋势
，

尤其在是
６

月
、

９

月和
１２

月份
，

市场流动性有
所趋紧

，

货币市场利率出现阶段性的快速上扬势头
。

考虑利率变动对收益的影响
，

本行结合信贷规模调控因素和市场流动性变动情况
，

适
时提出

“

以价补量
”

策略
，

在有效控制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风险的基础上
，

通过加强利率考核
力度

、

强化利率定价管理等措施
，

切实提高信贷资产的利率水平
，

有效缩短贷款重定价周
期

，

实现本行效益最大化
。

截至报告期末
，

利率缺口情况如下
：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不计息

３

个月内
３

个月至
１

年
１

年至
５

年
５

年以上
总资产

３６

，

３３２ １

，

５５４

，

３４８ ３８４

，

５７５ ８８

，

８８２ １７

，

１７７

总负债
３６

，

５２２ １

，

５０３

，

００８ ３３０

，

８６６ ５９

，

７５７ ２６

，

６２３

资产负债缺口
（

１９０

）

５１

，

３４０ ５３

，

７０９ ２９

，

１２５

（

９

，

４４６

）

本行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不计息

３

个月内
３

个月至
１

年
１

年至
５

年
５

年以上
总资产

３９

，

５１７ １

，

４４９

，

６９３ ３７３

，

２５４ ８６

，

１８０ １７

，

１７３

总负债
３１

，

０８７ １

，

４１４

，

０１４ ３２２

，

６４５ ５１

，

６８０ ２６

，

８０１

资产负债缺口
８

，

４３０ ３５

，

６７９ ５０

，

６０９ ３４

，

５００

（

９

，

６２８

）

３．３．５

汇率风险管理
本行汇率风险主要来源于资产负债表内外资产及负债币种错配和外汇交易所导致的

货币头寸错配
。

本行主要通过外汇敞口分析来衡量汇率风险的大小
。

本行外汇敞口由结构性敞口和交
易性敞口组成

。

结构性敞口主要来自外币资本金和外币利润等经营上难以避免的外汇头
寸

。

交易性敞口主要来自外汇交易业务所形成的外汇敞口
。

本行外汇敞口主要为结构性敞
口

。

对外币资本金等结构性敞口的汇率风险
，

本行主要通过提高外币资金运用水平
，

对外
币资本金保值增值等方式弥补汇兑损失

。

对外汇交易业务敞口的汇率风险
，

本行由总行资金资本市场部对交易性外汇敞口进行
集中管理

，

所有分行外汇头寸都需要与总行背对背平盘
。

总行资金资本市场部通过在市场
上平盘或套期保值等方式

，

将汇率风险敞口控制在市场风险委员会设定的限额之内
。

汇率风险分析
本行汇率风险主要受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影响

。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
，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基
本保持稳定

，

６

月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增强汇率形成机制后
，

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有所加
大

，

全年升值幅度约
３％

。

２０１１

年
，

预计受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热钱流入以及全球经济失
衡等因素影响

，

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被动升值压力不断增加
，

预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进一
步升值

，

同时汇率双向波动和短期大幅波动风险将进一步加大
。

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将带来
外币资产缩水和账面汇兑损失等风险

，

若汇率剧烈波动
，

还可能造成汇率风险的放大
。

本行密切关注外部市场变化和内部资金形势
，

灵活调整内部资金利率
，

在保持外币存
贷款业务统一协调发展的同时控制汇率风险

，

对于外汇交易业务的汇率风险
，

本行持续加
强对全行外汇敞口头寸的管理

，

合理控制总体风险敞口
，

并将汇率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范
围之内

。

截至报告期末
，

外汇敞口情况如下
：

本集团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美元 港币 其他 合计

表内净头寸
３５

，

０２０ １９４

（

１０

，

２７６

）

２４

，

９３８

表外净头寸
（

３５

，

４６３

）

１３

，

９２８ １０

，

９５３

（

１０

，

５８２

）

合计
（

４４３

）

１４

，

１２２ ６７７ １４

，

３５６

本行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美元 港币 其他 合计

表内净头寸
２０

，

６２６

（

４

，

０９６

） （

４

，

４８４

）

１２

，

０４６

表外净头寸
（

２３

，

７６２

）

４

，

２３６ ４

，

７１０

（

１４

，

８１６

）

合计
（

３

，

１３６

）

１４０ ２２６

（

２

，

７７０

）

（

五
）

流动性风险管理
流动性风险是指本行不能以合理的成本及时获取资金

，

以满足客户提取到期负债及资
产业务增长等需求的风险

。

本行流动性风险主要源于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错配
，

以及客户提
前或集中提款

，

为贷款
、

交易
、

投资等提供资金等经营活动
。

３．３．６

流动性风险管理
本行流动性管理的目标是遵循既定资产负债管理目标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

，

及时履
行本行支付义务

，

满足业务需要
。

本行采取统一管理
、

分级负责的流动性风险集中管理模
式

。

总行司库作为全行流动性风险的管理者
，

通过辖内资金往来为分行提供流动性资金
，

通
过货币市场

、

公开市场操作
、

转贴现等工具平补资金缺口
，

运用盈余资金
。

分行司库部门接
受总行指导

，

在授权范围内负责所辖分支机构的流动性管理
。

流动性风险分析
２０１０

年
，

央行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但不同阶段货币政策的重点
、

力度和节奏有所
不同

。

２０１０

年
，

央行六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

４

月份开始恢复三年期央行票据发行
，

并从
年初开始引导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

。

同时
，

受外汇占款增加
、

新股和可转债申购
、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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