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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银行简介

威海银行成立于 1997年，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控股，

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近 130家分支机构，在山东省地

方法人银行中率先实现网点机构“全省全覆盖”。2016年在

山东省金融机构中首家发起设立了金融租赁公司，2020年
10月 12日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2025年 2月 26日
由原威海市商业银行正式更名为威海银行。截至 2024 年

末，威海银行资产总额达到 4,414.64亿元。

自成立以来，威海银行始终牢记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

和使命，坚持“服务城乡居民、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

济”的市场定位，积极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建设，走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凭借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业绩，威

海银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赞誉，先后荣获

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金龙奖“全国十佳城市商业银行”、“最
具竞争力中小银行”、“全国十佳手机银行创新奖”、全国银

行营业网点服务领域企业标准“领跑者”、 “全国企业党建品

牌创新成果”特等奖、“中国金融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单

位” 、“山东社会责任企业”、山东省银行业 ESG“A 类单

位”、“山东省首批 A级纳税金融单位”等奖项，品牌美誉度

和社会影响力显著提升。

1.2披露依据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2023年 11月发布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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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 2023年第 4
号）（以下简称资本管理办法）要求，本集团编制并披露

2024年度第三支柱信息披露报告（本报告）。

1.3披露治理架构及内控流程

本集团为非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本集团高度重视第

三支柱信息披露工作，形成了组织架构健全、职责边界清

晰的第三支柱治理架构，明确了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

理层、总行各部门在第三支柱信息披露中的职责分工，建

立了由董事会批准并由高级管理层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流

程，对信息披露内容进行合理审查，确保第三支柱披露信

息真实、可靠。本报告已经本集团高级管理层审查，并于

2025年 3月 28日提交本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

1.4披露声明

本报告是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规定中资本

充足率的概念及规则而非财务会计准则编制。

本报告包含若干对本行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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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后外部事件或本行日后财务、业务或其他表

现有关，可能涉及的未来计划亦不构成本行对投资者的实

质承诺。故投资者及相关人士均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

认识，不应对其过分依赖。

2. 资本监管指标计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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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被投资机构并表处理方法

本行根据资本管理办法计算各级资本监管指标。并表

资本监管指标计算范围包括本行以及符合资本管理办法规

定的本行直接或间接投资的金融机构。

表 2-1各类被投资机构在并表资本监管指标计算中采用的处理方法

2024年末，公司并表资本监管指标计算范围和财务并

表范围不存在差异。

2.2纳入并表范围的主要被投资机构

下表列示了 2024年末纳入资本监管指标并表范围的被

投资机构的相关信息：

表 2-2纳入并表范围的被投资机构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百分比除外

序号 被投资机构名称 投资余额
持股比例

（%）
注册地 业务性质

1 山东通达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1,047.50 54.55

山东省济南市历

下区奥体金融中

心 D栋 17楼

融资租赁和金

融租赁

2.3资本缺口及资本转移限制

2024年末，本行持有多数股权或拥有控制权的被投资

金融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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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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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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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本及资本充足率

3.1监管并表关键审慎监管指标

2024年 12月 31日，本集团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办法》计算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9.31%，一级资本充足

率为 10.82%，资本充足率为 13.76%，杠杆率为 5.93%，均

满足监管要求。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计算的集团关键审慎

监管指标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3- 1 KM1-监管并表关键审慎监管指标

单位：人民币千元（百分比除外）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 9月
30日

2024年 6月
30日

2024年 3月
31日

可用资本（数额）

1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5,484,666 24,282,325 24,059,681 23,770,084

2 一级资本净额 29,621,637 28,519,798 28,294,794 28,001,569

3 资本净额 37,645,839 36,325,994 36,356,287 36,072,599

风险加权资产（数额）

4 风险加权资产 273,670,266 270,995,436 268,363,407 262,898,832

资本充足率

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
9.31 8.96 8.97 9.04

6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82 10.52 10.54 10.65

7 资本充足率（%） 13.76 13.40 13.55 13.72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8 储备资本要求（%） 2.50 2.50 2.50 2.50
9 逆周期资本要求（%） 0 0 0 0

10
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

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

加资本要求（%）

11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8+9+10） 2.50 2.50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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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

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

4.31 3.96 3.97 4.04

杠杆率

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499,554,028 485,383,854 480,659,037 468,841,160
14 杠杆率（%） 5.93 5.88 5.89 5.97
14
a 杠杆率 a（%） 5.93 5.88 5.89 5.97

流动性覆盖率

15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117,600,579 105,449,045 109,849,615 102,984,534
16 现金净流出量 44,485,717 43,170,315 41,630,264 40,585,489
17 流动性覆盖率（%） 264.36 244.26 263.87 253.75
净稳定资金比例

18 可用稳定资金合计 292,161,942 286,374,883 280,447,613 271,455,718
19 所需稳定资金合计 206,836,778 205,718,964 200,511,670 197,507,081
20 净稳定资金比例（%） 141.25 139.21 139.87 137.44
流动性比例

21 流动性比例（%） 115.27 96.84 97.06 96.26

3.2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集团合格资本工具主要为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二级资本债券等。本集团第三支柱

信息披露表格 CCA-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详见本报告附表。

3.3资本构成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行根据资本管理办法及相

关规定计量的并表资本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 3 CC1-资本构成

单位：千元（百分比除外）

CC1资本构成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数额 代码

核心一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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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10,905,192 e+g
2 留存收益 12,169,224
2a 盈余公积 1,903,978 h
2b 一般风险准备 4,144,800 i
2c 未分配利润 6,120,446 j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 1,824,433
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032,819
5 扣除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25,931,668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

6 审慎估值调整 0
7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0 a

8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除递

延税负债）
157,829

9 依赖未来盈利的由经营亏损引起的净递延税

资产
0

10 对未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项目进行套期形成的

现金流储备
0

11 损失准备缺口 0
12 资产证券化销售利得 0

13 自身信用风险变化导致其负债公允价值变化

带来的未实现损益
0

14 确定受益类的养老金资产净额（扣除递延税

负债）
0

15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银行的股票 0

16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

互持有的核心一级资本
0

17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

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1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核

心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19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中

应扣除金额
289,17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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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延税资产的未扣除部分超过核心一级资本

15%的应扣除金额

0

21 其中：应在对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

中扣除的金额
0

22 其中：应在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

递延税资产中扣除的金额
0

23 其他应在核心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0
24 应从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

缺口
0

25 核心一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447,002
26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5,484,666

其他一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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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3,999,262
28 其中：权益部分 3,999,262
29 其中：负债部分 0
30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37,709
31 扣除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4,136,971

其他一级资本:扣除项

32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其他一级资本 0
33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

互持有的其他一级资本
0

34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

他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3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其

他一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36 其他应在其他一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0
37 应从二级资本中扣除的未扣缺口 0
38 其他一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0
39 其他一级资本净额 4,136,971
40 一级资本净额 29,621,637

二级资本

41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5,699,734
42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275,418
43 超额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2,049,050
44 扣除前的二级资本 8,024,202

二级资本：扣除项

45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本银行的二级资本 0

46 银行间或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间通过协议相

互持有的其他一级资本
0

47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

级资本中应扣除金额
0

48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的二

级资本
0

49 其他应在二级资本中扣除的项目合计 0
50 二级资本扣除项总和 0
51 二级资本净额 8,024,202
52 总资本净额 37,645,839
53 风险加权资产 273,670,266

资本充足率和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5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31
55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82
56 资本充足率 13.76
57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2.50
58 其中：储备资本要求 2.50
59 其中：逆周期资本要求 0

60 其中：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或国内系统重

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

61 满足最低资本要求后的可用核心一级资本净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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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末，本行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下资产负债表的

差异定量信息如下所示：

表 3- 4 CC2-集团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下资产负债表的差异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财务并表范围下

的资产负债表

监管并表范围下

的资产负债表
代码

资产

1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27,352,477 27,352,477
2 存放同业款项 3,204,654 3,204,654
3 贵金属 0 0
4 拆出资金 71,844 71,844
5 衍生金融资产 52,910 52,910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962,276 962,276
7 发放贷款和垫款 207,506,283 207,506,283
8 金融投资 167,137,403 167,137,403
9 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 7,535,466 7,535,466
10 其中：债权投资 76,739,412 76,739,412
11 其中：其他债权投资 82,547,490 82,547,490
12 其中：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15,036 315,036
13 长期股权投资 0 0
14 投资性房地产 2,003 2,003
15 固定资产 3,818,271 3,818,271
16 在建工程 0 0
17 使用权资产 464,063 464,063

额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

我国最低监管资本要求（%）

6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63 一级资本充足率 6
64 资本充足率 8

门槛扣除项中未扣除部分

65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小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未

扣除部分
369,231

66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未

扣除部分
0

67 其他依赖于银行未来盈利的净递延税资产

（扣除递延税负债）
2,577,384

可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损失准备的限额

68 权重法下，实际计提的超额损失准备金额 2,049,050

69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损失准备的

数额
2,04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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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无形资产 167,698 167,698 b
19 商誉 0 0 a
2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66,557 2,866,557
21 其他资产 27,857,334 27,857,334
22 资产合计 441,463,774 441,463,774

负债

23 向中央银行借款 10,409,572 10,409,572

24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

项
5,313,451 5,313,451

25 拆入资金 27,470,479 27,470,479
26 交易性金融负债 0 0
27 衍生金融负债 4,890 4,890
28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2,101,725 12,101,725
29 吸收存款 301,951,559 301,951,559
30 应付职工薪酬 331,331 331,331
31 应交税费 688,578 688,578
32 预计负债 56,507 56,507
33 应付债券 49,717,679 49,717,679
34 租赁负债 453,336 453,336
35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592,419 592,419
36 递延所得税负债 0 0
37 其他负债 1,574,782 1,574,782
38 负债合计 410,666,308 410,666,308

所有者权益

39 实收资本（或股本） 5,980,058 5,980,058

40 其中：可计入核心一级资

本的数额
5,980,058 5,980,058 e

41 其中：可计入其他一级资

本的数额
0 0 f

42 其他权益工具 3,999,262 3,999,262
43 其中：优先股 0 0
44 永续债 3,999,262 3,999,262
45 资本公积 4,925,134 4,925,134 g
46 其他综合收益 1,824,433 1,824,433
47 盈余公积 1,903,978 1,903,978 h
48 一般风险准备 4,144,800 4,144,800 i
49 未分配利润 6,120,446 6,120,446 j
5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898,112 28,898,112
51 少数股东权益 1,899,354 1,899,354

关于本行报告期内重大资本投资行为，请参见本行

2024年度报告第八节 重要事项的相关内容。关于公司本报

告期内股本的变动情况，请参见本行 2024年度报告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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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变动及股东资料章节的相关内容。

3.4风险加权资产计量

本集团依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计量资本充足

率。根据监管要求，本集团信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权

重法，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简化标准法，操作风险

加权资产计量采用基本指标法。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3- 4 OV1-风险加权资产概览

单位：人民币千元（百分比除外）

4. 全面风险管理

4.1风险管理目标及政策

4.1.1整体情况

本集团遵循“匹配性、全覆盖、独立性、有效性”原则建

立了与自身业务规模和风险状况相匹配的全面风险管理体

系；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外部经营环境和监管要

求，基于资源禀赋和战略导向，制定风险偏好，明确为实

风险加权资产 最低资本要求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 9月 30日 2024年 12月 31日
1 信用风险 257,157,145 253,878,267 20,572,572

2 市场风险 1,861,094 3,056,276 148,888

3 操作风险 14,652,027 14,060,893 1,172,162
4 交易账簿和银行账簿

间转换的资本要求
0 0 0

5 合计 273,670,266 270,995,436 21,89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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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战略目标和经营计划愿意承担的风险总量和各类风险的

最大水平，确保资本水平与风险偏好、风险管理水平相适

应。本集团通过持续健全风险偏好管理、风险限额管理，

将风险管理目标有效传导至业务端，确保总体风险控制在

风险偏好容忍度之内。

2024年，本行坚持“以进促稳”的经营发展总基调，践

行“全面”“主动”的风险管理理念,秉承“稳健”的总体风险偏

好，持续监控风险偏好限额指标表现，各类风险得到了有

效管理，为业务稳健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持。

4.1.2风险治理架构

本集团建立了由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各风

险管理委员会和部门组成的健全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各

项工作运行有效、制衡有力。

董事会是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承担全面风险管

理的最终责任。负责制定风险管理策略和风险偏好、审批

重大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审议全面风险管理报告、评估

总体风险状况、督促高级管理层组织落实风险管理的措施

和要求等。董事会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

员会以及审计委员会，负责监督和评估高级管理层的风险

管理工作、控制关联交易风险、监督内部审计执行情况

等。

监事会负责按照公司章程和有关监管指引履行风险管

理的监督职责，监督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履职尽责情

况，对风险管理情况进行检查。

高级管理层负责执行董事会制定的风险管理政策，制

定风险管理的制度和程序，管理各项业务所承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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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构建了覆盖全员、全流程和全机构的风险管理

机制。各级机构、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审计部门均

是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建起风险管

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各机构、业务部门和业务流程

中与具体客户或业务相关的职能部门构成，负责业务发展

或管理任务的同时承担风险管理的直接责任。风险管理第

二道防线由各级承担全面风险管理职能和各类风险管理职

能的机构、部门和员工构成，承担制定政策和流程，监测

和管理风险的责任。风险管理第三道防线是审计部门，承

担对业务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履职情况的审计责任。

4.1.3风险文化传播途径

本集团推行稳健的风险文化，建立了与本集团发展战

略相适应的风险管理理念。按照“有制度、有监督、有检

查、有考核、有评比”的“五有”检查要求，将量化评价、综

合评比和持续改进的风险管理要求融入到经营管理的各个

环节，形成了覆盖各级机构、各个岗位和全体员工的主动

的风险管理意识。制定了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等相关管

理制度，对员工行为进行管理，并通过培训、检查、考

核、绩效评价等确保制度有效执行。

2024年本集团组织开展“合规坚决斗争年”活动，对违

规问题坚决进行“斗争性纠偏”，打造“合规共同体”。在业务

发展过程中，坚决杜绝违法违规行为。将合规管理要求，

贯穿于决策、执行、监督全流程，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

环节和重点人员的合规管理和风险防范，形成“时时想合

规，事事要合规，人人讲合规”的合规氛围。

本集团构建了业务条线和风险管理部门统筹兼顾、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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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联动的风险管理机制。各级经营机构、业务部门落实全

面风险及单一风险管理要求，参与风险偏好的编制，并开

展风险偏好指标日常计量和监测；风险管理部门对全面风

险和各自主管风险开展监测和管理。同时本集团持续健全

各类风险应急管理体系，当发生风险突发事件时，业务部

门和风险管理部门根据应急预案规定的职责分工和处置程

序，协调配合，及时充分沟通信息和应急处置措施，快速

有效处置风险。

4.1.4风险计量体系的计量范围和主要特点

本集团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已建立覆盖信

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和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的风险计量体系以及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对各类风险

开展客观、全面和准确的计量，加强对相关风险的缓释、

控制和管理。

信用风险方面，采用权重法计量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范围包括贷款、债券、同业业务、应收款项、租赁应收

款、其他债权类投资等表内承担信用风险的金融资产，以

及财务担保合同、贷款承诺等表外承担信用风险的项目。

市场风险方面，采用简化标准法计量市场风险资本要

求。风险计量范围主要包括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对于资

产负债业务的重定价风险，主要通过缺口分析进行评估与

监测；对于资金交易头寸的利率风险，采用敏感度分析、

情景模拟等方法进行计量和监控。对于汇率风险，主要采

用外汇敞口分析、情景模拟分析和压力测试等方法进行计

量与分析。

操作风险方面，采用基本指标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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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本集团从组织机构、制度体系、工具方法等方面持续

完善操作风险管理体系，并不断深化计量工具的内部应

用。

4.1.5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提交风险报告的流程

本集团建立了完善的风险报告制度和流程。董事会、

高级管理层定期审阅全面风险管理及各类主要风险管理的

报告，确保能够全面了解我行风险状况，把握重点领域风

险控制情况。同时，高管层及其下设各专门委员会、总行

风险管理相关部门在职责框架内实施各项风险管理策略，

持续识别、计量、评估、控制风险，并通过工作会议、专

题会议、日常工作例会等形式向各分支行传达，督导分支

行严格按照风险管理目标做好风险控制工作，确保各项措

施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

2024年本集团定期监测总体风险和各单一风险的风险

状况，形成全面风险管理报告，内容涵盖整体风险情况，

风险偏好和风险限额的执行情况，重点领域风险的管理情

况，资本和流动性抵御风险的能力等，提交高级管理层和

董事会审议。

4.1.6压力测试情况

本集团定期开展全面压力测试，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专

项压力测试。全面压力测试覆盖本集团信用风险、市场风

险、操作风险、集中度风险、银行账簿利率风险和流动性

风险等主要风险类别以及表内外各个主要业务领域。专项

压力测试根据宏观经济环境、监管要求或风险管理需要适

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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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结合使用敏感性分析和情景分析进行压力测

试，以定量方法选取压力情景参数、风险因子以及传导过

程，同时运用定性方法作为补充，综合考虑轻度、中度、

重度情景下对本集团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资本水平和流

动性的影响。

压力测试结果运用于本集团的各项管理决策中，包括

但不限于：制定业务决策、编制经营规划、设定风险偏

好、开展内部资本充足和流动性评估、实施风险改进措施

以及应急计划等。

2024年本集团结合主要风险类型的可量化程度开展压

力测试，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

险、集中度风险以及内部资本充足整合性压力测试。

4.1.7识别、计量、监测、缓释和控制风险的策略及流程

本集团制定了涵盖主要风险类型的风险识别、计量、

评估、监测、控制或缓释制度、工具和管理方法。

2024年本集团定期开展风险识别、评估工作，从风险

发生的可能性和影响性识别主要风险；通过定性、定量相

结合的方式对风险水平以及风险管理水平的充分性进行评

估；持续完善风险监测机制，通过预警系统、关联交易平

台、投资业务信用风险管控系统的优化完善，加强内外部

数据和风险模型在风险监测领域的应用；通过信贷中台押

品中心开展押品分类、估值、存续管理等工作，定期评估

抵质押品价值和担保能力，确保有效发挥风险缓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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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内部资本充足评估和资本规划

4.2.1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方法和程序

本集团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包

括：主要风险识别，主要风险评估，资本充足压力测试，

资本附加加点，资本规划、监测和报告。从风险发生的可

能性和影响性两个维度开展主要风险识别；从风险水平与

风险管理水平角度对主要风险进行评估；基于主要风险评

估结果开展资本附加计算；对未来三年，在三种（轻、

中、重度）压力情景下的资本充足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将

轻度情景下的资本缺口计入第二支柱资本加点；评估压力

下的资本充足率变动情况，结合资本需求、监管要求和资

本可获得性制定资本补充计划及资本规划等。

2024年本集团持续完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方法和程

序，确保资本管理与风险水平相适应，具有充足的资本以

抵御面临的各类风险。

4.2.2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本行按照资本管理办法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的要求执行各项资本管理政策。资本管理以保障持续稳健

经营，满足监管要求以及提高风险抵御能力为目标，确保

资本充足率水平与全行战略发展、风险偏好以及风险管理

能力相匹配。

本行依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2023年 11月下发的资

本管理办法计量资本充足率。按照要求，本报告期信用风

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权重法，市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

简化标准法，操作风险加权资产计量采用基本指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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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本行董事会审查并监督资本规划的实施，审

议并通过《2024-2026年资本规划及 2024年度资本管理计

划》，确定年度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保障本行资本规划和

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本行在资本规划方面，积极适应内外部变化，根据经

济金融形势和监管要求及时修订完善中长期资本规划，并

作为业务发展和资本管理的纲领，指导全行相关工作。同

时，本行依据中长期资本规划确定年度资本充足率管理目

标，制定年度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并将其纳入年度综合经

营计划，确保年度资本管理计划与各项业务计划相适应，

并保证资本水平高于内部资本充足率管理目标。本行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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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包括完善资产负债组合

管理、调整风险资产结构、提升内部资本积累能力、发行

各级资本补充工具等各项措施，确保本集团和本行的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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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本行坚持内生积累为主、外源补充为辅的

原则，多渠道、多方式筹措资本来源，维持资本水平处于

合理区间。规划期内，本行将继续推进业务创新发展，调

整资产负债结构，提升资本回报水平，增强资本内生积累

能力。同时，本行将积极参与各类资本补充工具创新，结

合业务发展和风险应对需求，择机发行资本工具，补充各

级资本。报告期内，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

银行批准，本行完成了 29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发

行，较好提升了资本充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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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杠杆率

截至 2024年末，本行杠杆率监管项目与对应的相关会

计项目差异定量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5- 1 LR1-杠杆率监管项目与相关会计项目的差异

单位：人民币千元（百分比除外）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本集团杠杆率为 5.93%，满

足监管不低于 4.00%的要求。具体杠杆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2024年 12月 31日

1 并表总资产 441,463,774

2 并表调整项 0

3 客户资产调整项 0

4 衍生工具调整项 2,227

5 证券融资交易调整项 0

6 表外项目调整项 58,535,029

7 资产证券化交易调整项 0

8 未结算金融资产调整项 0

9 现金池调整项 0

10 存款准备金调整项（如有） 0

11 审慎估值和减值准备调整项 0

12 其他调整项 -447,002

13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499,554,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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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LR2-杠杆率

单位：人民币千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4年 9月 30日
表内资产余额

1 表内资产（除衍生工具和证券融资交易外） 448,426,028 432,284,361
2 减：减值准备 -7,977,561 -7,571,010
3 减：一级资本扣除项 -447,002 -470,957

4 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衍生工具和证券融资

交易除外） 440,001,465 424,242,394
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5 各类衍生工具的重置成本（扣除合格保证金，

考虑双边净额结算协议的影响） 37,477 39,656
6 各类衍生工具的潜在风险暴露 17,660 33,632
7 已从资产负债表中扣除的抵质押品总和 - -
8 减：因提供合格保证金形成的应收资产 - -

9 减：为客户提供清算服务时与中央交易对手交

易形成的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 -
10 卖出信用衍生工具的名义本金 - -
11 减：可扣除的卖出信用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 -
12 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55,137 73,288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13 证券融资交易的会计资产余额 962,397 1,065,040
14 减：可以扣除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 -
15 证券融资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 -

16 代理证券融资交易形成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

额 - -
17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962,397 1,065,040

表外项目余额

18 表外项目余额 72,731,218 73,410,702
19 减：因信用转换调整的表外项目余额 -14,139,682 -13,342,313
20 减：减值准备 -56,507 -65,257
21 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 58,535,029 60,003,132

一级资本净额和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22 一级资本净额 29,621,637 28,519,798
2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499,554,028 485,383,854

杠杆率（%）

24 杠杆率 5.93 5.88
24a 杠杆率 a 5.93 5.88
25 最低杠杆率要求 4.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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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附表：CCA-资本工具和合格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务工具的主要特征

表 6- 1 CCA-资本工具的主要特征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1 发行机构 威海市商业银行 威海市商业银行 威海市商业银行 威海市商业银行

2 标识码 2020055.IB 2120108.IB 092280034.IB 242400032.IB

3 适用法律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

行法》、《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

银行法》、《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

法》等。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

行法》、《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

银行法》、《全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

法》等。

3a

对受外国法律（处置实体

母国之外的法律）管辖的

其他合格 TLAC工具进行

处置的方式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资本层级 二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二级资本 其他一级资本

5 适用法人/集团层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法人/集团

6 工具类型 二级资本债券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二级资本债券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7
可计入监管资本的数额

（最近一期报告日数额，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3,000 1,100 2,700 2,900

8 工具面值 3,000 1,100 2,700 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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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会计处理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具 应付债券 其他权益工具

10 初始发行日 2020年 9月 10日 2021年 11月 29日 2022年 7月 29日 2024年 11月 20日
11 是否存在固定期限 存在期限 永续 存在期限 永续

12 其中：原始到期日 2030年 9月 14日 无到期日 2032年 8月 2日 无到期日

13 发行人赎回（需经监管认

可）
是 是 是 是

14

其中：赎回日期及额度 2025年 9月 14日，全部或部分

赎回

自发行之日起 5年后，如果得

到中国银保监会的批准，本

行有权于每年付息日(含发行

之日后第 5 年付息日)全部或

部分赎回本期债券。

2027年 8月 2日，全部或部分

赎回

自发行之日起 5年后，如果

得到中国银保监会的批准，

本行有权于每年付息日(含发

行之日后第 5年付息日)全部

或部分赎回本期债券。

15

其中：后续赎回日期（如

有）

不适用 自发行之日起 5年后，如果得

到中国银保监会的批准，本

行有权于每年付息日(含发行

之日后第 5 年付息日)全部或

部分赎回本期债券。发行人

有权于下列情形全部而非部

分地赎回本期债券：在本期

债券发行后，不可预计的监

管规则变化导致本期债券不

再计入其他一级资本。

不适用

自发行之日起 5年后，如果

得到中国银保监会的批准，

本行有权于每年付息日(含发

行之日后第 5年付息日)全部

或部分赎回本期债券。发行

人有权于下列情形全部而非

部分地赎回本期债券：在本

期债券发行后，不可预计的

监管规则变化导致本期债券

不再计入其他一级资本。

分红或派息

16 其中：固定或浮动分红/派
息

固定 分阶段调整的票面利率 固定 分阶段调整的票面利率

17

其中：票面利率及相关指

标，如采用的基准利率等

4.20% 前 5 年票面利率为 4.8%，此

后每 5年按国债加固定息差的

方式进行重置，每个重置期

内利息保持不变。

3.8%

前 5年票面利率为 2.9%，此

后每 5年按国债加固定息差

的方式进行重置，每个重置

期内利息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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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其中：是否存在股息制动

机制
否 是 否 是

19 其中：是否可自主取消分

红或派息
无自由裁量权 完全自由裁量 无自由裁量权 完全自由裁量

20 其中：是否有赎回激励机

制
否 否 否 否

21 其中：累计或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非累计

22 是否可转股 否 否 否 否

23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

转股的触发条件

24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

是全部转股还是部分转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5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

转股价格的确定方式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6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

是否为强制性转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7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

转换后工具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8 其中：若可转股，则说明

转换后工具的发行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9 是否减记 是 是 是 是

30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减

记触发条件

无法生存触发事件，是指以下

两种情形的较早发生者：(1)银
保监会认定若不进行减记，发

行人将无法生存；(2)相关部门

认定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资或

提供同等效力的支持，发行人

将无法生存。

无法生存触发事件，是指以

下两种情形的较早发生者：

(1)银保监会认定若不进行减

记，发行人将无法生存；(2)
相关部门认定若不进行公共

部门注资或提供同等效力的

支持，发行人将无法生存。

无法生存触发事件，是指以下

两种情形的较早发生者：(1)银
保监会认定若不进行减记，发

行人将无法生存；(2)相关部门

认定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资或

提供同等效力的支持，发行人

将无法生存。

无法生存触发事件，是指以

下两种情形的较早发生者：

(1)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

定若不进行减记，发行人将

无法生存；(2)相关部门认定

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资或提

供同等效力的支持，发行人

将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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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是

部分减记还是全部减记
全部 部分/全部 部分/全部 部分/全部

32 其中：若减记，则说明是

永久减记还是临时减记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永久减记

33 其中：若临时减记，则说

明账面价值恢复机制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3a 次级类型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4

清算时清偿顺序（说明清

偿顺序更高级的工具类

型）

受偿顺序在存款人和一般债权

人之后，股权资本、其他一级

资本工具和混合资本债券之

前；与发行人已发行的与本次

债券偿还顺序相同的其他次级

债务处于同一清偿顺序，与未

来可能发行的与本次债券偿还

顺序相同的其他二级资本工具

同顺位受偿。

受偿顺序在存款人、一般债

权人和处于高于本期债券顺

位的次级债务之后，发行人

股东持有的所有类别股份之

前。本期债券与发行人其他

偿还顺序相同的其他一级资

本工具同顺位受偿。

受偿顺序在存款人和一般债权

人之后，股权资本、其他一级

资本工具和混合资本债券之

前；与发行人已发行的与本次

债券偿还顺序相同的其他次级

债务处于同一清偿顺序，与未

来可能发行的与本次债券偿还

顺序相同的其他二级资本工具

同顺位受偿。

受偿顺序在存款人、一般债

权人和处于高于本期债券顺

位的次级债务之后，发行人

股东持有的所有类别股份之

前。本期债券与发行人其他

偿还顺序相同的其他一级资

本工具同顺位受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