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2 年资本管理规划 

为满足不断提高的监管要求、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和较高的资本

质量、支持业务持续稳健发展、提高股东回报，根据原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完善

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等制度要求，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行”）在结合目前自身资本充足率水平的基础上，综合

考虑了监管需求、业务发展、风险管理因素等，特制定本资本管理规

划。 

一、资本管理的主要原则 

本行资本管理，遵循以下原则： 

（一）确保资本充足率符合监管机构要求和本行风险特征，满足

业务发展需要 

为满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要求，本行资本规划所设定的资本管理目标应不低于监管法规和政策

要求，保持一定的安全边际，力争达到同业可比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

水平。资本管理目标同时应根据本行的风险特征，满足业务发展需要，

确保本行业务健康、稳健、可持续地发展。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资本补充机制，不断优化资本结构，创造

更高股东回报 

不断提高盈利能力，提高以留存利润、计提拨备为主要形式的内

源性资本补充力度。同时，密切跟踪资本市场发展形势、监管政策变



化以及创新工具的发展，积极探索有效的外部资本融资工具，兼顾监

管政策要求、资本补充的前瞻性、资本补充的效率、资本市场时机等

因素，力争不断优化资本结构，为股东创造更高回报。 

（三）节约资本使用，提升资本管理水平，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不断推进业务创新、管理创新改革，加快业务转型，减少资本耗

用，探索建立资本节约型的业务发展模式。同时，不断加大内部资本

管理力度，完善资本管理方法，建立健全资本管理机制，确保资本使

用效率不断提升。 

二、资本规划目标 

公司资本规划的目标设定，以资本监管要求为基础，结合公司业

务发展规划，设定相对安全、合理的资本充足率目标，使资本充足率

和资本回报率保持平衡。公司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是在任一时点不低

于当时的资本监管要求，在此基础上，公司还应持有一定的资本储备

作为资本缓冲，以提高公司把握市场机会及抵御风险的能力。 

结合上述要求，2020-2022 年间公司资本充足率最低目标为：核

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7.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 8.5%，资本

充足率不低于 10.5%；并力争各级资本充足率在最低目标基础上保持

0.5-1 个百分点以上缓冲空间，维持公司作为资本充足银行的良好市

场形象。 

如经济金融形势出现较大波动，监管机构调整商业银行最低资本

充足率要求，公司的资本充足率目标应随监管机构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三、资本补充规划 

2020 年-2022 年，本行将继续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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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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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性补充 

努力促使内生性资本补充稳定增长，成为资本补充的核心途径，

保持银行健康可持续发展。 

1、提升盈利回报能力。利润创造能力是内生资本积累的关键。

切实落实本行“植根实体经济，构建普惠金融，融合吴地文化，打造

品质苏银”发展战略，不断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和定价能力，提高投入

产出效率。实现以业务发展带动利润生成、生成利润补充资本再促进

业务健康发展的长效良性循环机制。 

2、充分合理计提拨备。国内宏观经济走势尚不明确，预计未来

一段时期银行资产质量仍然面临较大考验。为保证规划期内本行稳健

经营，需保持相对充足的拨备水平，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3、确定合理的分红比例。兼顾股东需要和资本需求，保证股东

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增强资本积累，满足资本充足的需要。 

4、严控不良资产，进一步提高对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努力减

轻不良资产对利润的侵蚀，在保证业务健康稳健发展的同时，维护资

本的稳定性。 

（二）外源性补充 



在加强内源性资本补充的同时，有效利用外部融资平台，综合考

虑资本市场各融资工具的融资成本和效率，把握有利市场时机，采用

多种外部资本补充方式满足资本需求。 

1、择机选择适当的资本工具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目前，本行已

启动可转债项目，力争早日发行，早日实现转股。 

2、根据监管规定和资本市场情况，适时补充一级资本，优化资

本结构，减轻核心一级资本压力。通过发行优先股、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券等符合《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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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比，提升资本吸收损失的

能力。 

3、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在二级资本不足时，发行二级资本债券、

混合资本债券等资本工具补充二级资本，形成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机制，

降低补充资本的融资成本，完善融资结构。目前，本行已启动 45 亿

元二级债项目，以替换 2015 年发行的即将于 2020 年 5 月到期的 45

亿元二级债。 

4、强化主要股东行为约束。要求股东特别是主要股东以书面形

式做出资本补充的长期承诺，并通过增加核心资本等方式补充资本，

使银行资本持续满足监管要求。 

5、根据监管规定和资本市场状况，合理选择其它融资创新方式

进行资本补充。及时开展资本补充计算，以使资本充足率保持在行业

平均水平。 



四、资本管理措施 

（一）在监管要求前提下，维持合理资本充足率水平 

定期对中长期资本规划进行重检，并根据宏观环境、监管要求、

市场形势、业务发展、内部管理等情况的变化，及时对资本规划进行

动态调整，确保资本水平与未来业务发展和风险状况相适应。确保资

本充足率持续满足监管要求和业务发展需要。 

（二）建立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 

建立内部资本充足评估程序，增强本行经营管理的前瞻性和预见

性，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报告主要风险状况，确保资本充足水平

与面临的主要风险及风险管理水平相适应，资本规划与经营状况、风

险变化和长期发展战略相匹配。 

（三）建立资本补充长效机制，探索有效的资本融资工具，适时

补充资本 

坚持本行“植根实体经济，构建普惠金融，融合吴地文化，打造

品质苏银”的发展战略，不断提升盈利能力，提高管理水平，增强资

本回报能力，增加留存利润补充资本，加强内生资本补充水平。  

积极研究、创新有效资本融资工具，根据资本市场变化和投资者

需求，适时、适量的通过外部渠道补充各级资本。加强资本补充工具

及渠道的研究论证工作，建立并完善动态资本补充机制。 

（四）树立资本节约的经营理念，注重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 

强化全行资本约束意识，积极倡导“轻资本”发展路径，主动转变



经营理念，摈弃规模扩张的老路，确定相对理性的发展目标，注重发

展质量。提升资本精细化管理水平，向资本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  

（五）树立股东价值最大化理念，承担资本金保值和增值责任 

通过对资本的持续、有效管理，实现资本充足、结构合理和补充

渠道多元化的目标，确保经营的安全与稳健，持续、保持良好品牌形

象与声誉，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建立与

本行业务发展状况、风险管理水平和综合管理水平相适应，且符合股

东偏好的资本管理体系。 

（六）规范信息披露，自觉维护金融市场纪律 

通过公开渠道，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披露相关信息，确保信息披

露的集中性、可访问性和公开性，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遵循充分披露的原则，并根据监管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披

露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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