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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为确保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业务经营的持续健康发

展，进一步增强本行综合竞争实力、风险抵御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适应日益严

格的监管要求，本行拟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现制定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如下：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6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未来业务发展，在可转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

本行的核心一级资本。 

二、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必要性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有助于夯实本行各项业务可持续发展的资本基础，进一

步提高资本充足率，对增强自身的盈利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满足资本监管要求，增强风险抵御能力 

在国际金融监管环境日益复杂趋势下，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巴塞尔协议Ⅲ》，

提出了更为严格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标准。中国银监会根据资本监管国际规则的

变化，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自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对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最低

要求分别为7.5%、8.5%和10.5%，未来将会考虑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内部资本充足

评估程序，增加附加资本要求。在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如何满足资本充

足率监管要求，已经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必须考虑和解决的战略问题。 

截至2017年3月31日，本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

足率分别为8.28%、9.23%和11.48%。为更好地满足监管要求，增强风险抵御能

力，本行有必要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水平，在满足未来发展需要的同时，亦为

可能提高的监管要求预留空间。因此，本行计划通过公开发行可转债为业务发展

提供支撑，并在转股后进一步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高本行的抗风险能力。 

（二）支持本行业务发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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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经济的稳健发展，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银行经营环境正在发

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国内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阶段，为了支持实体经济

转型升级，国内银行需要维持稳定并合理增长的信贷投放规模，而风险加权资产

的持续增长，将使银行面临持续的资本压力。近年来，本行各项业务取得了较好

发展，但受到资本瓶颈的约束，本行资产业务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从而影响

本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通过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融资，本行将立足于保持

较高的资本质量和充足的资本水平，以应对行业环境的快速变化与挑战，实现稳

健经营，在支持本行业务发展的同时，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三、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可行性分析 

本行的总体愿景及核心战略是，以零售为核心，对公、同业协同发展，打造

领先的智能化零售银行。本行将加强资本管理，提高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通过对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的合理运用，围绕审慎经营、稳健发展，在保持

本行资产规模稳健增长的同时，确保净资产收益率达到目标水平。具体措施如下： 

（一）加快零售战略转型 

继续深化零售大事业部制改革，通过客户迁徙和科技创新，加速打造具有平

安特色的智能化零售银行。全面推进智能化零售银行转型，创新“SAT（社交+

移动应用+远程服务）+智能网点”为核心的零售银行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丰富

的金融和生活场景，实现服务、产品、渠道、组织等方面多点突破，打造“更懂

您的智能银行”。 

（二）做精对公业务 

大力推进从规模驱动的外延式增长向价值与质量驱动的内涵式增长转型，精

控规模、精选行业、精挑企业、精益产品和服务，通过“商行+投行”模式深度服

务全产业链客户，节约资源、提高收益。同时通过强大的产品能力与交易能力，

支持零售获客与业务发展，打造以行业化为基础、“三化两轻”（行业化、专业化、

投行化、轻资产、轻资本）的精品公司银行。 

（三）控制经营风险 

重视风险管理，严控新增信贷风险，加速化解存量风险，确保经营安全。同

时，本行新成立特殊资产管理事业部负责全行不良资产经营，专人专职负责清收，

加快不良资产的清收、化解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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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资本使用效率 

保持风险加权资产合理增速，坚持总量约束。组合优化业务结构，挖掘资本

节约潜力，推动低资本或无资本消耗业务发展，全面提升资本使用效率。 

综上所述，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本行满

足资本监管要求、提升资本实力、保证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和

市场竞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符合本行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