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资本管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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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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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和本行发展

战略和业务规划，特制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7-2019 年资本管理规

划》。

一、资本规划的基本原则

（一）持续满足监管要求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后称“资本办法”）要求，商业银

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应分别不低于 7.5%、8.5%

和 10.5%，本行各级资本充足率至少应持续满足监管要求。

（二）保持合理、稳定的资本充足率水平

在实现资本充足率合规的基础上，本行资本充足率还应设置一定的安全边际

和缓冲区间，保持合理、稳定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一方面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导致

资本充足率降低至监管政策要求之下，并满足临时性资本需求；另一方面避免因

资本充足率大幅波动造成资本资源闲置，影响资本的使用效率。

（三）平衡本行发展需要与股东回报要求

在资本充足率达到合理水平基础上，本行将注重平衡资本充足与资本回报的

关系，平衡本行发展需要与股东回报要求，加强资本精细化管理，不断提高资本

使用效率，提升资本回报水平。

二、资本规划的考虑因素

（一）综合考虑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合理进行业务与盈利规划

国际方面，全球经济进入了深度调整期，经济增长总体乏力分化明显，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策冲突风险因素累积；国内方面，宏观政策坚持稳中求进

的主基调，供给侧改革不断深化，经济新热点与新动能活跃，但经济结构性矛盾

依然存在，银行业的机遇与风险并存。综上，本行对未来三年业务发展增速与盈

利留存等进行了合理规划，并在此基础上预估资本需求与内生资本的可获得性。

（二）审慎评估风险状况及管理水平，确保资本充足水平与之保持一致

本行通过持续开展内部资本充足程序，对我行风险状况及管理水平进行审慎

评估，确保规划期内资本充足水平能覆盖我行所有实质性风险，并且与我行经营

状况、风险管理水平与风险变化趋势相匹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资本管理

方式与方法的优化和提升。

（三）充分考虑宏观审慎监管要求日趋强化，积极开展多渠道外部融资



金融危机后国际与国内监管机构对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日趋强化，宏

观审慎监管体系中对于资本充足水平的要求进一步提升，未来商业银行将面临不

断提升的资本需求。本行在规划期间，将结合资本需求、市场融资窗口等各方面

因素，在内生资本补充的基础上，加强创新资本工具的可行性研究，积极开展多

渠道外部融资，逐步提升本行资本实力和资本充足率水平。

三、资本充足率规划目标

（一）规划使用的资本计量方法

本规划按照《资本办法》要求计算资本充足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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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资本充足率规划目标

根据本行资本规划的主要原则，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本行当前资

本充足率状况和未来业务发展的基础上，如经济金融形势不发生严重恶化，资本

监管政策法规不发生重大变化，本行资本充足率规划目标为：至 2019 年，核心

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8.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9.5%，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11.5%。

四、资本补充规划

未来三年，本行将继续坚持以内生性资本补充为主，外源性资本补充为辅的

资本补充方式，并积极开展资本工具创新，拓宽资本补充渠道，不断优化资本结

构。

（一）内生性资本补充

本行将努力增加价值创造，提高资本收益水平，增强资本自我积累能力。通

过合理的利润留存，进一步完善资本结构、提高资本质量、增强资本实力。规划

期内本行仍将以利润留存等内源性资本补充方式为主补充资本，提高资本补充来源

的长期可持续性。

（二）外源性资本补充

除内生性资本补充外，为确保实现 2017-2019 年资本规划目标，本行计划采

取如下措施进行外源性资本补充：

１.根据监管规定和资本市场情况，通过发行优先股等符合《资本办法》规

定的资本工具补充其他一级资本，提高一级资本在总资本中的占比，增强资本的

损失吸收能力。

2.本行将在监管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等方式补充二级资

本，以形成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机制。

3.本行将根据监管规定和市场情况，择机以股权融资方式，补充核心一级资

本。

4.本行还将密切关注市场动态，结合自身需要，适时采用其他资本补充方式，

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五、资本管理措施

（一）加强资本预算管理，落实资本规划目标

未来三年本行将以资本规划为纲领，将各年度资本充足率目标纳入年度预算

体系、资产负债管理政策以及风险偏好，实现从资本规划到资本预算、资本配置

的有效传导。在此基础上，加强资本监测，建立资本预警机制，确保资本充足率

满足监管要求和达到资本规划目标。

（二）强化资本约束和激励机制，进一步提升资本效率

本行将通过强化资本约束机制、控制风险加权资产增速、优化风险资产结构

等措施实现资本充足率规划目标。本行将积极推进轻资本转型，统筹协调资本实

力与资产规模，综合平衡资本充足与资本回报；完善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银行价

值管理体系，以经济增加值（EVA）和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为抓手，

优先将资本投向资本占用低、回报高的业务和领域；切实将资本约束贯穿于业务

营销、产品定价、资源配置、绩效评估等经营管理全过程，进一步提升资本效率。

（三）优化压力测试体系，完善资本应急预案

本行将进一步优化压力测试体系，充分考虑各类风险因子和压力情景，完善

资本应急预案，明确压力情况下的相应政策安排和应对措施。针对压力情景下的

资本缺口，本行将完善资本应急预案，在采取控制风险加权资产增速、调整风险

加权资产结构等措施之外，将启动应急资本补充机制，采取紧急出售资产、限制

分红、合格资本工具转股等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