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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第三支柱信息披露报告

本报告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 号《商业银

行资本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并表范围包括

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冀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尉

犁达西冀银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本报告依据《商业银

行资本管理办法》而非财务会计准则编制，因此本报告部

分资料不能与同期财务资料直接比较。本报告已经本行董

事会审议批准。

一、风险管理、关键审慎监管指标和风险加权资产概

览

（一）KM1 监管并表关键审慎监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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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37 31,491 31,731 31,566

2 一级资本净额 46,552 44,604 44,875 44,719

3 资本净额 50,816 48,088 47,390 46,269

风险加权资产（数额）

4 风险加权资产 351,781 341,296 333,339 332,809

资本充足率

5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50 9.23 9.52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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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4 年

3 月 31 日

6 一级资本充足率（%） 13.23 13.07 13.46 13.44

7 资本充足率（%） 14.45 14.09 14.22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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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1
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8+9+10）
2.50 2.50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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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4.23 4.52 4.48

杠杆率

1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621,510 639,629 627,381 598,429

14 杠杆率（%） 7.49 6.97 7.15 7.47

14a 杠杆率 a（%） 7.49 6.97 7.15 7.47

流动性覆盖率

15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56,619 55,464 55,029 55,401

16 现金净流出量 18,166 17,912 17,435 18,526

17 流动性覆盖率（%） 311.67 309.65 315.62 299.05

净稳定资金比例

18 可用稳定资金合计 416,522 409,059 398,909 388,201

19 所需稳定资金合计 303,588 296,297 300,341 301,728

20 净稳定资金比例（%） 137.20 138.06 132.82 128.66

流动性比例

21 流动性比例（%） 83.75 80.32 71.32 78.27

（二）OVA 风险管理定性信息

1．业务模式、风险状况和风险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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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以“七三三”组织架构为载体，构建全行多层

次、相互衔接、有效制衡的矩阵式风险管理体系，明确总

分支各级风险管理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内审部门的风险

管理职责分工，在全行各条线、各机构、各岗位上建立风

险防范双线管理、交叉监督、相互支撑的矩阵式风险管理

框架。大力发挥内嵌部门和风险团队作用，对各类业务风

险进行双线管理、交叉监督，有效提升风险管控效果。

本行在制定全行发展战略、业务发展规划、年度经营

计划时，充分考虑本行风险偏好，在全行层面对资源进行

整合和配置，相关指标值的设定不可突破风险偏好确定的

风险底线，确保全行整体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实现业务发展和风险管理的平衡促进。

本行根据风险偏好的要求，通过风险限额、风险准

入、风险定价、风险绩效考核等各项管理工具和政策，将

风险偏好确定的风险导向和底线要求，明确传达并贯彻落

实到各业务领域、分支机构及有关职能部门的经营管理活

动中，确保各项业务经营管理满足风险管理要求。

2．风险治理架构

本行建立了组织架构健全、职责边界清晰的风险管理

治理架构，具体由董事会（相关专业委员会）、监事会、

高级管理层（相关专业委员会）、总行职能部门、分支机

构等组成。董事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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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监督责任，高级管理层承担全面风险

管理的实施责任，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内部审计部

门共同构成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

各业务部门、各分支机构（二三道防线部门除外）为

第一道防线，承担风险管理的直接责任；总行及各分支机

构风险管理相关部门为第二道防线，承担制定政策和流

程、监测和管理风险的责任；内部审计部门为第三道防

线，承担业务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履职的审计责任。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下，总行专项风险管理部门负责专

项风险的管理工作，包括完善体系建设，制定政策制度、

落实风险偏好及限额要求，履行风险的实时或日常监测、

控制和报告等职责，并配合做好全面风险管理相关工作。

3．风险文化

本行倡导和弘扬稳健的风险文化，建立健全风险文化

的传播机制，将风险管理理念、文化转化为员工的共同认

识、行为习惯和自我约束，强化职业道德操守。

本行将风险文化建设融入本行发展的全过程，通过高

层表率、内部培训、考核体系等的配合，建立良好的风险

管理环境，促进风险管理水平和员工风险管理素质的提

升。本行将风险管理考核评价纳入全行考核管理体系，设

置科学合理的风险管理考核评价指标或权重，强化激励约

束，确保风险管理工作在各分支机构、各部门、各岗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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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实施。本行各部门、各分支机构违反风险管理有关

规定的，将视情节根据本行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4．风险计量体系

风险计量是指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借助历史数据或专

家经验，用定量、定性的方法分析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的过程。对可量化的风险，本行制定相应的风险限额指

标，实施系统自动化监测控制，以监管资本计量要求确定

相应的资本需要。对难以量化的风险，建立了相应的风险

识别、评估、控制和报告机制，使相关风险得到有效管

理。

5．风险报告

本行风险管理报告是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按报告的内容可分为全面风险管理报告、专项风险管

理报告和重大风险事件报告。

全面风险管理报告是对一定时期内本机构、本条线及

附属子公司的各类风险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的综合报

告，全面风险管理牵头部门定期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

告。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适用范围包括总行经营中心、分

行及附属子公司。专项风险管理报告是对一定时期内某一

类专项风险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的报告，专项风险管理

部门定期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专项风险管理报告

的适用范围包括总行各专项风险管理部门。重大风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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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是指，本机构、本条线或附属子公司对潜在的、新发

生的或突发的重大风险事件进行的报告，为非定期报告，

随事件发生即时报送。重大风险事件报告的适用范围包括

总行各部门、分支机构和附属子公司，随事件发生情况立

即报告。

6．压力测试

本行压力测试体系包含组织结构及职责分工、基本方

法、情景设计和工作流程等基本要素，涵盖信用风险、市

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等内容，是全面

风险管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本行压力测试总体涵盖各

类主要风险和表内外各个主要业务领域，充分考虑各项业

务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效应以及风险因子与承压指标间可

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有效整合各类风险的压力测试，反

映本行风险的整体情况。

根据所考虑因素的复杂性，压力测试方法可分为敏感

性分析和情景分析，也可结合使用敏感性分析和情景分析

进行压力测试。根据压力测试的目的、风险类型、业务种

类以及特定要求来选取合适的承压指标，可以一个或多个

承压指标来反映压力测试的结果和对银行稳健程度的影

响。常用的承压指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价值、资产质

量、会计利润、经济利润、监管资本、经济资本和有关流

动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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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情景一般分为轻度压力、中度压力以及重度压

力。三种压力情景按照顺序不断增强，其中轻度压力应比

基准情况更为严峻，重度压力应反映极端但可能发生的情

况。

本行压力测试结果可以应用在以下管理决策中：制定

战略性业务决策、编制经营规划、设定风险偏好、调整风

险限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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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识别、计量、监测、缓释和控制风险的策略及流程

本行风险识别是通过风险因子分析、模型判断、流程

梳理等系统化的方法识别本行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所有潜在

风险事项或因素，并分析其类型、性质、成因和变化规律

的过程。本行关注新产品、新业务等的风险管理，在开发

或引进新的产品、业务、模式、程序和系统时，通过必要

的评审程序进行全面识别、评估，确保本行具备与之相适

应的风险管理能力。

本行风险计量是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借助历史数据或

专家经验，用定量、定性的方法分析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

性的过程。对可量化的风险，以监管资本计量要求确定资

本需要，采取定量计量；对难以量化的风险，建立风险识

别、评估、控制和报告机制，使相关风险得到有效管理。

本行风险监测是跟踪已识别风险的状况、影响因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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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发展变化，识别、分析并跟踪新增风险的动态、持

续过程。主要包括：关注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变

化趋势；监测风险偏好、风险限额等指标的执行情况；监

测重大风险发展变化情况；监测专项风险整体状况等。

本行风险控制或缓释是指借助抵押、担保等风险缓释

工具，通过风险分散、风险对冲、风险转移、风险规避、

风险补偿等策略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降低风险发生的可

能性及危害程度。

8．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的方法和程序

本行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主要包括治理架构、风险

评估、压力测试、资本规划等部分，在综合评估所面临的

主要风险的基础上，衡量资本与风险的整体匹配水平，建

立风险与资本统筹管理体系。本行按年实施内部资本充足

评估，持续优化完善内部资本充足评估工作，已形成较为

规范的治理架构、健全的政策制度、完整的评估流程、定

期监测报告机制。目前本行风险和资本治理架构合理、流

程清晰，资本水平与经营发展相匹配，支持业务可持续发

展。

9．资本规划和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

为加强资本管理，满足资本监管政策要求，保持充足

的资本水平和较高的资本质量，有效支撑业务的持续健康

发展，本行制定了《2022－2025 年资本规划》，明确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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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资本规划目标，并以资本规划为纲领，制定了年度资

本充足率目标计划，纳入年度预算体系、风险偏好及资产

负债管理计划，实现从资本规划到资本预算、资本配置的

有效传导。

（三）OV1 风险加权资产概览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a b c

风险加权资产 最低资本要求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09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1 信用风险 326,716 318,046 26,137

2 市场风险 5,482 6,430 439

3 操作风险 19,582 16,819 1,567

4
交易账簿和银行账簿间转换

的资本要求
0 0 0

5 合计 351,781 341,296 28,142

注：表格中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下同）

二、资本构成

（一）CCA 资本工具主要特征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行发行的资本工具主要特

征详见河北银行官网，网站链接：

http://www.hebbank.com/hbbank/tzzgx/_301815/2025043

01519197849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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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C1 资本构成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数额 代码

核心一级资本

1 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可计入部分 16,743 a+b

2 留存收益 16,661

2a 盈余公积 3,935 d

2b 一般风险准备 6,763 e

2c 未分配利润 5,963 f

3 累计其他综合收益 903 c

4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865

5 扣除前的核心一级资本 35,173

6 审慎估值调整 0

7 商誉（扣除递延税负债） 0

8
其他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扣

除递延税负债）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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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税项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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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

20 对未并表金融机构大额少数资本投资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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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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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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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6

26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33,437

其他一级资本

27 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13,000

28 其中：权益部分 13,000

29 其中：负债部分 0

30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115

31 扣除前的其他一级资本 1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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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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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5

40 一级资本净额 46,552

二级资本

41 二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 0

42 少数股东资本可计入部分 231

43 超额损失准备可计入部分 4,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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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 代码

44 扣除前的二级资本 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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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相互持有的二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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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4

52 总资本净额 50,816

53 风险加权资产 351,781

资本充足率和其他各级资本要求

5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50

55 一级资本充足率（%） 13.23

56 资本充足率（%） 1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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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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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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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未扣除部分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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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



13

数额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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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2

69
权重法下，可计入二级资本超额损失准

备的数额
4,034

（三）CC2 集团财务并表和监管并表下的资产负债表的

差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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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39 33,069

2 存放同业款项 4,785 4,785

3 拆出资金 14,347 14,347

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8,206 28,206

5 发放贷款和垫款 322,770 322,770

6 衍生金融资产 796 796

7 交易性金融资产 39,966 39,966

8 债权投资 49,422 49,422

9 其他债权投资 63,955 63,955

1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99 399

11 长期股权投资 0 0

12 固定资产 752 752

13 无形资产 199 199

14 在建工程 96 96

15 使用权资产 829 829

16 递延所得税资产 5,066 5,066

17 其他资产 4,871 4,942

18 资产合计 569,600 56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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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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

19 向中央银行借款 17,590 17,590

20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

放款项
217 217

21 拆入资金 27,544 27,544

2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4,601 14,601

23 吸收存款 437,079 437,079

24 衍生金融负债 844 844

25 应付债券 16,988 16,988

26 应付职工薪酬 1,449 1,449

27 应交税费 259 259

28 预计负债 39 39

29 租赁负债 793 793

30 其他负债 3,013 3,013

31 负债合计 520,416 520,416

所有者权益

32 股本 7,000 7,000 a

33 其他权益工具 13,000 13,000

34 资本公积 9,743 9,743 b

35 其他综合收益 903 903 c

36 盈余公积 3,935 3,935 d

37 一般风险准备 6,763 6,763 e

38 未分配利润 5,963 5,963 f

3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47,307 47,307

40 少数股东权益 1,877 1,877

41 股东权益合计 49,184 49,184

42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569,600 56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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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杠杆率

（一）LR1-杠杆率监管项目与相关会计项目的差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1 并表总资产 569,600

2 并表调整项 0

3 客户资产调整项 0

4 衍生工具调整项 244

5 证券融资交易调整项 0

6 表外项目调整项 5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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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6

13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621,510

（二）LR2-杠杆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a b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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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326 560,378

2 减：减值准备 -11,700 -12,231

3 减：一级资本扣除项 -1,736 -2,256

4
调整后的表内资产余额（衍生工具和证券融

资交易除外）
538,890 545,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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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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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09 月 30 日

6 各类衍生工具的潜在风险暴露 244 273

7 已从资产负债表中扣除的抵质押品总和 0 0

8 减：因提供合格保证金形成的应收资产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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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

10 卖出信用衍生工具的名义本金 0 0

11 减：可扣除的卖出信用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0 0

12 衍生工具资产余额 1,018 882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13 证券融资交易的会计资产余额 28,199 31,760

14 减：可以扣除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0 0

15 证券融资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暴露 0 0

16
代理证券融资交易形成的证券融资交易资产

余额
0 0

17 证券融资交易资产余额 28,199 31,760

表外项目余额

18 表外项目余额 105,489 99,954

19 减：因信用转换调整的表外项目余额 -52,047 -38,816

20 减：减值准备 -39 -43

21 调整后的表外项目余额 53,403 61,096

一级资本净额和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22 一级资本净额 46,552 44,604

23 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 621,510 639,629

杠杆率

24 杠杆率（%） 7.49 6.97

24a 杠杆率 a（%） 7.49 6.97

25 最低杠杆率要求（%） 4.00 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