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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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末，本集

团资本充足率12.89%，一级资本充足率10.30%，核心一级资

本充足率10.29%，信用风险加权资产为31,846,623万元，市

场风险加权资产为215,249万元，操作风险加权资产为

2,121,560万元；杠杆率为7.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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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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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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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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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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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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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集团 本行 集团 本行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518,480 3,280,443 3,457,238 3,217,874
一级资本净额 3,522,000 3,280,443 3,461,870 3,217,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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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本净额 4,405,948 4,076,078 4,382,420 4,062,310
风险加权资产总额 34,183,432 32,904,243 34,712,002 33,299,277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31,846,623 30,685,374 32,403,304 31,068,981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215,249 215,249 238,762 238,762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2,121,560 2,003,619 2,069,936 1,991,533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29% 9.97% 9.96% 9.66%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30% 9.97% 9.97% 9.66%
资本充足率 12.89% 12.39% 12.63% 12.20%

3.2资本构成表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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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0.30%，资本充足率为12.89%，均满足监管要求。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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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核心一级资本 3,553,162 3,480,363

实收资本可计入部分 602,428 602,428

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1,363,375 1,438,167

盈余公积 288,797 270,940

一般风险准备 610,064 587,381

未分配利润 662,093 546,710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26,404 34,737

其他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目 34,683 23,125

商誉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 14,569 1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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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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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4.00 12,07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518,480 3,457,238

其他一级资本 3,521 4,632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3,521 4,632

一级资本净额 3,522,000 3,461,870

二级资本 883,948 92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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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906 311,287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7,041 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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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5,948 4,382,420

风险加权资产 34,183,432 34,712,00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29% 9.96%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30% 9.97%

资本充足率 12.89% 12.63%

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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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一、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 663,865 784,969



第 10 页 共 42 页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权重法下贷款损失准备最低要求 386,959 473,682

权重法下超额贷款损失准备 276,906 311,287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限额 398,083 405,041

超额贷款损失准备可计入二级资本的部分 276,906 31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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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63 34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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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63 345,724

应扣除部分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360,813 302,273

相关限额 352,663 345,724

应扣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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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663 302,273

相关限额 527,772 51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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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年度报告“第四章 股东及股本情况”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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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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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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31,846,623 32,403,304

表内信用风险 29,807,814 30,589,070

表外信用风险 2,038,809 1,814,234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215,249 238,762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2,121,560 2,069,936

合计 34,183,432 34,7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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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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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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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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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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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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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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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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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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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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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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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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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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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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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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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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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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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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本公司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优化落实

风险偏好指标管理，将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纳入风险偏好指标

体系，定期开展风险偏好执行情况监测；不断健全集团并表

风险管理机制，规范内部交易管理，防范集团内部交易产生

负面影响；持续优化完善新产品风险评估体系，推动创新产

品风险评估标准化，强化对新产品新业务投产后的评价工作，

切实防范新产品新业务风险。

5.2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建设情况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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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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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优化内部评级模型，提高风险

识别能力。以“一品一模”为切入点，推动模型场景化应用，

将模型紧密结合各项小微、零售、线上业务，开发特色化的

客户评分模型，实现零售条线全覆盖；推动风控模型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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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梳理高风险客户特征，提升对好坏客户的辨识能力，强

化客户定价、额度管控等策略的运用，全面提升模型运用能

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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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强化市场风险限额管控，以限

额指标为抓手，充分结合系统功能和报表头寸，严格管理市

场风险限额指标的执行情况，尤其是债券交易中心自营盘投

组的交易规模和止损限额指标等。二是完善市场风险监测体

系，以市场风险监测与报告管理办法为指导，加强对债券交

易中心全口径业务的价率分析以及对信用债业务的日常监

测；以市场风险压力测试为常规操作，定期对交易账簿持仓

债券以及银行账簿外汇敞口在敏感性分析以及既设情景下

的价值变动。三是健全市场风险系统功能，为建立与业务规

模相匹配的市场风险管理系统，本行充分依托资金交易系统

的风控功能模块，提升风险与损益的管理力度。为进一步优

化健全市场风险系统功能，着力打造了多维度、自由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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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下钻的功能模式，为开展敏感性分析、压力测试、限额

监测、价率分析以及损益计量等提供有效辅助工具。

操作风险管理方面：一是完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完善关键风险指标体系，持续监测关键风险指标，全面梳理

全行由于操作风险事件所产生的财务损失数据，揭示产生实

际损失的关键操作风险领域，实时监控各业务条线操作风险

管理情况。二是持续优化系统管理功能。2019年上线内控合

规操作风险“三合一”系统二期，优化非现场监测等系统功能，

对法律审查、案防、内控、操作风险等流程功能进行优化，

进一步发挥系统便捷功能。

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ICAAP）。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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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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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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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资本充足

率报告》，并与年报同步对外披露；季度、半年度资本充足

率信息也按照要求编制并对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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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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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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一方面，加大不良清收处置力度，积极化解存

量风险，大幅提升资产质量；另一方面，加大信用风险防控

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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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类型、

产品、押品等维度共设置 19 个集中度限额指标，对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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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实行增速限额和总量的双重控制，确保集中度风险在可

控范围内；提升风控水平，加大风险模型的开发运用，开发

18套风险零售评级模型，实现对零售贷款、个人信用卡审批、

贷后、催收管理的风险模型管控，启动非零售内评项目，提

升贷款的风险识别、计量和评估水平。

6.2信用风险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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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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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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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89,702 42,603,160

现金类资产 4,076,550 4,076,550

对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权 694,998 694,998

对公共部门实体的债权 2,123,493 2,123,493

对我国金融机构的债权 15,379,648 12,932,908

对在其他国家/地区注册金融机

构的债权
81,912 81,912

对一般企（事）业的债权 13,808,315 13,653,279

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的债权 677,924 676,359

对个人的债权 7,613,312 7,430,111

租赁资产余值

股权投资 25,143 2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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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908,407 908,407

表外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3,358,807 3,333,541

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小计

合计 48,748,509 45,936,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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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8,280 8,298,280

20% 2,797,378 2,488,015

25% 777,663 777,663

50% 5,720,577 5,539,675

75% 2,570,659 2,566,795

100% 24,829,934 22,537,521

150%

250% 384,561 384,561

400% 1,395 1,395

1250% 9,254 9,254

合计 45,389,702 42,60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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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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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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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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802 1,346,618

我国中央政府 100,002

中国人民银行 -

我国政策性银行 209,361

我国公共部门实体 -

我国商业银行 2,13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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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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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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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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6,542 1,34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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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正常 21,490,218 96.19% 19,495,219 92.83%

关注 465,029 2.08% 1,032,812 4.91%

不良贷款 386,959 1.73% 473,682 2.26%

次级 265,831 1.19% 230,108 1.10%

可疑 43,680 0.19% 90,312 0.43%

损失 77,448 0.35% 153,262 0.73%

合计 22,342,206 100% 21,001,713 100%

逾期贷款

单位：人民币万元，百分比除外

逾期期限 2020年12月31日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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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618 0.69% 440,051 2.10%

3个月至1年 152,094 0.68% 286,004 1.36%

1年以上至3年以内 97,764 0.44% 138,850 0.66%

3年以上 25,450 0.11% 49,444 0.24%

合计 429,926 1.92% 914,349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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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 页 共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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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8 216,612 453,616 779,336
转移至未来 12个月预计信用

损失

2,246 -1,240 -1,006

转移至未来发生信用减值的

存续期内预计信用损失

-8,152 9,602 -1,450

转移至已发生信用减值的存

续期内预计信用损失

-279 -88,010 88,289

本年计提 42,585 61,664 -17,927 86,322
减值贷款利息冲转 -102,832 -102,832
收回以前年度核销贷款 51,643 51,643
本年核销 -154,366 -154,366
本年转出 38 6 -2,868 -2,824

年末余额 145,546 198,634 313,099 65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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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3 5,323
本年计提/（转回） 1,263 1,263
年末余额 6,586 6,586

关于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方法，请参见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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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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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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末，公司投资资产支持证券余额

为 2,839.6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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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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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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市场风险控制在公司风险承受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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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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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并有效指导业务开展，本行

修订了《江西银行集团同业业务交易对手准入管理操作规程》

和《江西银行集团金融机构授信管理办法》；为加强金融市

场业务风险的量化管控，制定了《江西银行金融市场业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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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限额管理办法》和限额管控方案；为平滑市场波动对损益

变动的剧烈程度，调整了类信贷产品估值模型应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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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市场风险计量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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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19.94 万元。

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单位：人民币万元

风险类型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一般市场风险 13,651 12,731

利率风险 6,222 5,019

股票风险

外汇风险 7,428 7,712

商品风险

期权风险

特定风险 3,569 6,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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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资本总要求 17,220 1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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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章立制夯基础，强化操作风险事前防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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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多措并举强管控，强化操作风险源头控制。针对全行

风险多发流程和薄弱环节，不断强化统一授信、贷前尽职调

查、账户清理核查等各条线管控措施，从源头识别和防范操

作风险。

3.三大工具搭框架，强化操作风险事中监测。开展操作

风险与控制自评估，持续监测关键风险指标，收集操作风险

损失数据，监控各业务条线操作风险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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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聚焦重点抓整治，强化操作风险监督检查。组织开展

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现场检查，制定并有序推进年度合规

检查计划，针对授信、柜面业务等重点领域开展操作风险检

查，全面排查操作风险隐患。

5.优化系统提质效，强化操作风险科技支撑。持续改进

内控合规操作风险系统功能，不断优化对公信贷系统、理财

业务等相关系统，通过系统设置刚性限额，进一步防控操作

风险。

6.强化责任抓案防，强化员工行为管控力度。组织开展

员工征信排查和资金异常排查，对全行员工前科劣迹行为开

展摸排，取得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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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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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要求对标法律法规、监

管规定、上市银行、先进同业，持续认真查找存在的制度缺

陷和差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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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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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序推动合规监督检查。本行在梳理监管关注重点和

行业频发问题基础上，制定并有序推进年度合规检查计划，

围绕全行业务薄弱环节等，开展各项检查项目。

3.持续深化合规文化建设。本行持续开展常态化合规宣

教，制作发布《合规简报》，宣导最新监管政策，分享合规

管理经验。组织开展重点制度测试，巩固全行员工对重点制

度的理解和掌握。

4.统一问责认定工作标准。组织修订《江西银行工作人

员违规失职行为处理办法》《江西银行违规积分管理办法》，

进一步厘清纪律处分和违规积分的适用边界，统一问责标准

及程序，强化违规的惩戒力度。

8.3反洗钱

报告期内，本行认真贯彻执行反洗钱相关法律法规，紧

紧围绕「风险为本」工作理念，不断完善反洗钱工作机制，

主动开展全面洗钱风险评估，强化反洗钱科技支撑，及时上

报重点可疑线索，积极开展反洗钱知识宣教，切实履行金融

机构反洗钱工作义务。

1.主动体检促合规。聘请外部专业咨询公司对本行内外

部洗钱风险进行分析研判，评估本行风险控制机制的有效性，

查找洗钱风险漏洞和薄弱环节，并针对发现问题督促落实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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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体系搭根基。明确全行洗钱风险管理策略，完善

附属机构管理、绩效考核及问责、高风险国家╱地区管控等

机制，增强反洗钱工作有效性。

3.创新科技促成效。优化反洗钱系统功能，升级可疑交

易监测预警模型，并对客户风险评级、大额交易报送、重新

身份识别及持续身份识别等功能进行进一步完善，切实提升

系统工作效率。

4.健全机制提质效。构建客户主中心管理模式，整合全

行客户身份要素信息，实现客户信息一体化目标。并通过“统

一数据标准、规范修改权限、新增准入校验”方式，从源头开

展存疑客户治理，全面夯实数据质量基础。

5.强化排查创佳绩。针对地下钱庄、非法集资、涉黑涉

恶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排查，及时发现并移送重点可疑线索，

洗钱风险防控成果显著。

6.深化宣教创氛围。在传统网点宣传基础上，充分借助

互联网渠道，通过开发微信主题小游戏、拍摄专题宣传视频、

推送小知识推文、网络在线直播等一系列活动，线上线下齐

发力，引导社会公众进一步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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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末操作风险资本要求为 169,724.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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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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客户非正常支取存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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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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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优化期限错配程

度，强化流动性指标监测分析能力，保持合理充足备付水平，

在一般性存款稳健增长的同时，维持较低同业负债依赖程度，

提升高流动性资产储备，做实突发事件下应急管理，切实有

效防范流动性风险，为合规稳健经营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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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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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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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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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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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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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主动提高备付水平，切实满足防疫企业

用款需求，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同时，提高应对流动性风

险的能力。

2020年，本公司各项业务保持协调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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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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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均满足监管要求。合并前流动性比例为 78.22%，流动性

覆盖率为 429.90%，净稳定资金比例为 150.22%，流动性匹

配率为 138.86%。合并后集团流动性比例为 78.17%，流动性

覆盖率为 429.88%，净稳定资金比例为 147.44%。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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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60 466.61 168.52 326.99 941.97 2,066.18 4,497.50

表内外负债 1,438.22 175.23 178.18 595.90 1,101.47 996.37 4,630.95

到期期限缺口 -1,289.62 291.37 -9.66 -268.91 -159.50 1,069.80 -133.45

2020年 12月末，本行 90天内流动性缺口率为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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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框架下本行的流动性静态水平，流动性正缺口率越大，

本行流动性风险就越低，反之亦然。

从长期来看，本行到期期限缺口走势符合要求，本行“2-7

日” “1年以上”均为正缺口，其他期限为负缺口，其中缺口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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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在中长期期限内，到期资产可以有效覆盖到期

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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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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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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7 页 共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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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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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行计划财务部是全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的主管部门，



第 38 页 共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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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敏感性分析过程中，假设市场整体利率发生变化，

并且不考虑为降低利率风险而可能采取的风险管理活动。

2020年 12月末，在六种标准化利率冲击情景下，最大经济

价值变动为 23.2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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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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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权

类型

2020年 12月 31日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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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4 12,071

公司

合计 11,964 1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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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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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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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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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舆情监测排查，完

善预防警示体系，定期开展风险排查，明确内部报告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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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内容发布管理。二是加强预案管理，落细落实应急预案，

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妥善应对声誉风险事件，有效维护品牌

声誉。三是开展专业培训，提高员工声誉风险意识，培育声

誉风险管理文化。四是加大正面宣传，创新传播方式，强化

社会舆论引导，提升品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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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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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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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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薪酬与提名委员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包括主任委员：张旺霞，委员：罗焱、王芸。

报告期内，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共召开 7次会议，通过关

于提名聘任《江西银行副行长》《江西银行董事监事薪酬管

理制度》《董事会对 2019年度董事履职评价与高级管理人员

尽职考评的报告》《江西银行董事会独立董事报酬支付方案》

《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2020年工作计划》等议案。

12.3薪酬管理政策

本公司薪酬政策与公司治理要求、经营发展战略、市场

定位和人才竞争策略相适应，薪酬分配遵循“以岗定薪，按绩

取酬”原则。公司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薪酬、津补贴、福利

性收入四部分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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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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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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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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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