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2025年中期资本规划 

 

2022年，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决

策部署以及监管相关要求，围绕公司党委工作思路和统一部

署，深入推进“零售立行、科技兴行、人才强行”战略，按

计划引导内外部资本结构调整，提升资本管理精细化水平，

合理平衡资本充足与宏观审慎要求，限额管理动态有序，资

本管理成效明显，全年各级资本充足率持续保持在公司资本

规划确定的目标值以上。为保持规划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充

足资本持续保障业务健康发展，现结合外部经营环境、内部

发展战略和业务规划，制定公司2023年至2025年资本规划。 

一、资本规划目标 

公司基于下述考虑设定2023-2025年资本充足率目标。一

是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监会令

〔2012年第1号〕），公司设置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

充足率、资本充足率目标应分别不低于7.5%、8.5%和10.5%

的监管要求，并分别设置0.6、0.6、1.05个百分点的安全边际。

二是充分考虑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中第二支柱主要风险

资本附加要求。三是充分考虑宏观审慎评估要求。四是保持

资本实力持续提升，至2025年末资本充足率应保持与经济周

期以及本行层面监管评级相适应的水平。五是集团和本行需



同时满足监管要求。 

表：2023-2025年资本规划目标值 

目标值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1% ≧8.1% ≧8.1% 

一级资本充足率 ≧9.1% ≧9.1% ≧9.1% 

资本充足率 ≧11.55% ≧11.55% ≧11.55% 

二、资本补充计划  

公司将充分发挥沪港两地上市公司优势，坚持内源性补

充为主，外源性补充为辅，以充足资本保障业务发展。 

（一）内源性方面，多措并举促提升。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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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润留存、资本公积、盈余公积等内源

性方式为主补充资本，提高资本补充来源的长期可持续性，

以内延式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零售立行、科技兴行、

人才强行”战略，加大资产投放力度，优化资产结构，从资

源调配、成本定价、预算考核等维度推动资本前置渗透业务，

推动经营发展提质增效；加快数字化转型，推进金融创新，

增强产品功能、数字营销、数据管理等方面科技赋能，培育

业务增长新动能；推动净利润增长，降低负债成本，拓展中

收来源，强化集团内部、业务条线、总分支机构之间的联动

营销机制，持续优化费用控制，提高费用精细化管控能力，

通过合理的利润留存，持续补充所有者权益、增强资本实力。 

（二）外源性方面，主动管理调结构。 

一是做好二级资本工具续接工作。积极管理已发行二级



资本债，提前规划和启动发行流程，做好市场调研，把握发

行时机，结合市场情况和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决定发行策略，

确保二级资本持续充足。二是密切关注优先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中小银行专项资本债等创新资本工具的配套监管政策

发布和市场接受情况，结合公司资本、成本、业务需求和经

营管理实际，评估发行可行性，主动探索新型资本工具补充

途径，调整资本结构。 

三、资本管理策略 

未来三年，公司将务实进取担当，深入推动“三行”战

略，着力构建“一体四驱”发展体系，将资本规划目标贯穿

于风险偏好、资产负债政策和绩效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调整资产结构，加强资本管理，优化资本考核，提升资本效

率，保障资本规划顺利实现。 

（一）紧盯资本缺口，制定补充计划。 

公司将根据宏观环境、监管要求、市场形势、业务发展

等情况的变化，结合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结果，在资本规划目

标基础上预留0.45个百分点的总资本充足率缓冲区间，以不

低于12%的总资本充足率水平测算各级资本缺口，并通过按

年滚动制定三年资本规划的方式及时重检和调整管理目标，

制定资本补充策略，确保资本水平与未来业务发展和风险状

况相适应。 

（二）制定管理计划，提升使用效率。 

制定年度资本充足率管理计划，实施风险加权资产限额



管理和动态调整机制，以资本约束为导向发展业务，确保不

突破资本承受底限。一是结合宏观审慎评估要求动态平衡资

本充足率内部管理目标与广义信贷增速的关系，确定年度各

时点资本充足率内部管理目标。二是动态平衡资本需求与资

本供给关系，规划和管理各时点风险加权资产限额，确保资

本充足率均符合监管要求、资本规划目标和内部管理目标。 

（三）强化约束激励，推行资本节约。 

优化资本考核体系，以经济增加值（EVA）和关键业绩

指标（KPI）考核为抓手，促进业务结构调整，切实将资本约

束贯穿于业务引导、产品定价、资源配置、绩效考核等经营

管理过程中，不断提高全行资本节约意识，处理好资本节约

与业务发展的关系，实现资本优化配置。 

（四）深化风险评估，筑牢防控底线。  

一是优化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充分识别、计量、监

测和报告主要风险状况，确保资本规划与经营状况、风险变

化和发展战略相匹配。二是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积极抢抓

战略机遇、推进转型升级。坚持金融科技创新、严守风险底

线，实现均衡协调发展；稳步推进内部评估体系建设，准确

计量风险，提升风险管理和评估能力；强化风险管理长效机

制，加强风险贷款分类施策、监测和管控，合理计提拨备，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五）推进巴III落地，夯实计量体系。 

根据国内资本管理监管规制要求，启动巴III项目建设，



开展差距分析，优化制度、确定规则、清理数据、细化流程

并搭建系统，按期、按质、按量完成新规则下资本计量方法

转换，降低巴III落地影响，确保计量体系变更平稳过渡。 

（六）强化并表管理，提升管理质效。 

强化并表子公司资本管理，完善协调管理机制，推动集

团、子公司持续实现资本达标和可持续性发展，为顺利推进

集团经营战略提供有效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