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于新加坡注册，公司注册号：193200032W)

重要

以下的财务资料是华侨银行有限公司（银行）及其附属公司（集团）截至2022年12月31日财政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财务报表）摘录。它

们所包含的信息不足以让人全面了解银行和集团的业绩和财务状况。有关经审计的完整财务报表，请参阅银行网站：https://www.ocbc.
com/group/investors/annual-report-and-agm.page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财政年的经审计财务信息摘要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我们的意见
我们认为，所附的华侨银行有限公司(“银行”)与其附属公司(“集团”)的合并财务报告以及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收入报表、综合收益报表与权益

变动表，已根据1967年公司法令(“法令”)及新加坡财务报告准则(国际)(“SFRS(I)s”)而编制，公允反映了于2022年12月31日集团的合并财务状况

与银行的财务状况以及截至该日期财政年度的集团的合并财务业绩、合并权益变动与合并现金流量及银行的财务业绩与权益变动。

我们已审计的内容
集团与银行的以下财务报告:
•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之财政年度集团与银行的收入报表；

• 截至该日之财政年度集团与银行的综合收益报表；

• 于2022年12月31日集团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 截至该日之财政年度集团的权益变动表；

• 截至该日之财政年度银行的权益变动表；

• 截至该日之财政年度集团的合并现金流量表；及

• 包含主要会计政策摘要的财务报告附注。

意见之基础
我们是根据新加坡审计准则(“SSAs”)进行审计工作。我们依据该准则所负的责任在本报告的审计师对财务报告审计的责任一节中进一步 
说明。 

我们相信我们所得到的审计证据能为我们的审计意见奠定充分且合适的依据。

独立性
根据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的公共会计师与会计实体的专业行为与道德守则(“ACRA守则”)以及在新加坡从事财务报告审计的相关道德 
条例，我们是独立于集团之外，并已根据这些条例和ACRA守则履行了我们的其他道德责任。 

我们的审计方针
我们在设计审计工作的过程中，确定了实质性并评估了所附财务报告中存在重大错误陈述的风险。我们特别考虑了管理层作出主观判断的 
部分，例如有关涉及作出假设和考虑固有不确定性的未来事件的重大会计估计。正如我们所有的审计工作，我们也处理管理层越过内部控制

措施的风险，包括考虑是否存在偏见证据显示因欺诈所致的重大错误陈述风险。

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指根据我们的专业判断，在我们对截至2022年12月31日之财政年度的审计中最为重要的事项。这些事项是在我们对财务报

告进行整体审计时加以应对，并由此形成我们的意见，而我们并不对这些事项提供单独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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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的审计如何处理此关键审计事项

客户贷款的减损
(参阅财务报告附注2.25、26、28和30)

集团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非减损贷款与减损贷款的 
准备金分别为22亿500万新元和13亿800万新元。此准备

金是集团根据 (SFRS(I) 9) 金融工具 (“SFRS(I) 9”) 的预期信

贷损失 (“ECL”) 框架所确定。

非信贷减损客户贷款ECL
对于非信贷减损客户贷款ECL，集团采用的模型是依赖 
内部与外部数据及多项估计。我们认为这部分属于关键审

计事项，是由于它具有内在的估计不确定性，涉及与 
下列相关的重大判断与假设：

•  确定信贷风险显著增加 (“SICR”) 是否已经发生；

•  估计前瞻性的宏观经济情景；及

• 识别和确定ECL模型在建立之后的调整。

此外，现有重大事件(比如经济与地缘政治发展)增加了这
些估计的不确定性以及估计ECL时运用判断的程度。

信贷减损客户贷款ECL
在2022年12月31日，集团的信贷减损客户贷款ECL中有
56% (7亿3200万新元) 涉及环球批发银行业务 (“GWB”) 的
贷款组合。

 
我们关注这个部分，是因为管理层在确定对信贷减损客

户贷款提拨ECL准备金的必要性及估计其数额时，必须应

用高度主观的判断和假设。在根据MAS之612通告对借贷

者进行信贷分级时也需要运用重大判断。

非信贷减损客户贷款ECL
我们评估了非信贷减损客户贷款ECL的关键控制措施的设计及其操作有效

性。这些控制措施包括：

• 审查与批准ECL模型中使用的前瞻性资讯；

• 在ECL模型中使用可靠和准确的关键数据元素；

• 审查与批准ECL结果，包括所使用的模型后调整；

• 独立验证ECL模型及审查管理层的模型验证结果；及

•  ECL系统的一般性资讯科技控制措施，以及从源系统流向ECL系统的数据

的完整性与准确性的资讯科技应用控制措施。

我们确定可以依赖这些控制措施进行审计。

我们针对一组集团ECL模型的样本，检验了模型方法并评估了管理层在模型中

所做的关键判断和假设及所用的参数。我们也审查了集团的模型验证职能所

进行的独立模型验证的结果，这是我们评估ECL模型的工作之一。

我们也对确定SICR时所用条件的合理性以及将敞口按定量和定性条件划分入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准确性与及时性作出评估。

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对模型建立后作出调整的理由及计算基础提出 
质询。

整体而言，我们评估集团在估计非信贷减损客户贷款ECL所用的方法和关键 
假设是合理的。

信贷减损客户贷款ECL
我们评估了客户贷款的信贷分级、信贷监测和管理层确定ECL准备金的关键

控制措施的设计有效性，并测试其操作有效性。这些控制措施包括：

 
• 信贷风险管理委员会对信贷风险的监管和审查；

• 信贷组合的审查和监测；

• 抵押品监测与估值；

• 监测贷款契约和违约情况；及

• 根据MAS之612通告对客户贷款进行分级。

 
我们确定可以依赖这些控制措施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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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的审计如何处理此关键审计事项

客户贷款的减损 (续)

信贷减损客户贷款ECL (续)
对于GWB的信贷减损贷款组合，重大的管理层判断与 
估计包括：

• 识别信贷减损敞口；

• 评估借贷者未来的表现和可收回的现金流量；及

• 确定抵押品价值和变现时间。

目前的重大事件 (比如经济与地缘政治发展) 增加了估计

ECL准备金的复杂性。这些事件的结果和相应影响并不 
确定。

信贷减损客户贷款ECL (续)
我们选择一组GWB贷款组合中的信贷敞口样本，进行信贷文件审查，根据

MAS之612通告的要求评估信贷分级的适当性。在过程中，我们也考虑了管理

层在识别信贷减损敞口时对当前重大事件影响的评估。

在具有客观减损证据时，我们评估ECL准备金是否及时确认，并评估此减损的

数额。我们的工作包括：

• 考虑借贷者的背景事实及其最新状况；

•  检验并质疑管理层对借贷者的预期未来现金流量所使用的关键假设，

包括可收回款项的数额与时间；

•  比较抵押品的可变现价值和外部推算证据，包括独立估值报告(若可获

得)；及
• 测试减损的计算。

我们针对一组非信贷减损客户贷款 (尚未被管理层分类为信贷减损) 的样本，

根据我们对该客户、业务环境和其他若可获得的外部证据，对其分类是否适

当质疑管理层的关键假设。

根据所进行的流程，我们的评估是信贷减损客户贷款的ECL准备金是处于可

接受的估计范围内。

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的审计如何处理此关键审计事项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的估值 – 等级2和3
(参阅财务报告附注2.25和41.3)

截至2022年12月31日，集团所拥有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620亿新元金融资产和170亿新元金融负债是属于等

级2。此数额分别等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的35%
和金融负债的96%。

我们认为等级2金融工具的估值属于关键审计事项， 
是由于它们对集团具有财务重要性，并且需要对适当 
模型、假设与输入数据的应用作出判断。

集团所拥有以公允价值计量的70亿新元金融资产和 
2亿8300万新元金融负债是属于等级 3。此数额分别等于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的4%和金融负债的2%。

我们评估了集团金融工具的估值过程的设计，并测试其关键控制措施的操作

有效性，包括对下列的控制措施：

• 管理层对估值模型的测试与批准；

• 数据导入与其他输入估值模型的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  跟进抵押品争议，并考虑交易对手的估值，从而识别集团可能作出不适当

估值的指标；及

•  市场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治理机制与对估值过程的监测，包括对估值的

调整。

我们确定可以依赖这些控制措施进行审计。

我们联同我们的估值专家，对集团的等级2金融工具的估值与我们本身的抽样
估值作了比对。这涉及向市场数据供应商或外部来源寻求输入数据，使用我
们本身的估值模型，并在金融工具层面上调查重大差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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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的审计如何处理此关键审计事项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的估值 – 等级2和3  
(续)

我们关注等级3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估值，是因为 
管理层在对这些金融工具估值时需作出重大判断与假设 
(使用估值模型)，而这些金融工具复杂且不具流动性， 
由于缺少流动市场，能支持集团进行估值的外部证据也

有限。

我们针对一组等级3金融工具的样本，在我们的估值专家协助下，评估了所用

方法与所作关键假设的合理性。

对于所有等级2和等级3金融工具，我们也做了以下工作：

•  对抵押品争议的流程，并考虑交易对手的估值，从而识别集团可能作出 
不适当估值的迹象；及

• 评估集团的财务报告按照相关会计准则的披露的充足性。

整体而言，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等级2和等级3金融工具的估值，是处于可接受

的结果范围内。

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的审计如何处理此关键审计事项

商誉减损
(参阅财务报告附注2.25和36)

集团的业务并购产生显著的商誉数额。截至2022年
12月31日，集团资产负债表中商誉的帐面数额达到

44亿4000万新元。

在对商誉的帐面数额进行减损评估时，管理层必须作

出重大判断以估计创现单位 (“CGUs”) 的可收回数额。

对于银行业务CGU，需涉及对折扣现金流量的估计，

在评估时使用的重大假设包括：

• 预测未来现金流量；

• 确定风险调整折现率的输入数据；及

• 永续增长率。

对于保险业务CGU，集团是采用鉴定价值方法，其中包含

有效业务的内含价值及新业务预测可派发盈利的估计价

值。此评估所采用的关键假设包括：

•  根据长期策略资产组合与预期未来回报所得到的投

资回报率；及

• 风险调整折现率。

基于这方面所涉及判断的复杂程度，我们因此认为

这是属于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评估了管理层所识别的集团CGU的适当性，以及在估计可收回数额而使

用的方法。我们也评估了所使用的关键假设，并对关键假设进行敏感性分析，

以确定这些关键假设若出现任何可能改变是否会导致减损。

银行业务CGU
我们联同我们的估值专家对以下做出评估：

•  透过比较过去的预测与实际结果以评估管理层的现金流量预测；

• 在推算折现率与增长率时所用的方法与外部数据来源；及

•  对比集团的历史表现与可获得的外部行业与经济指标以评估增长率的 
假设。

保险业务CGU
我们联同我们的精算师对以下做出评估：

• 估计鉴定价值的方法；及

•  包括在推算鉴定价值时所用的投资回报率和风险调整折现率在内的 
关键假设。

根据我们所进行的审计流程，我们认为管理层所作的关键假设与估计是 
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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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审计事项 我们的审计如何处理此关键审计事项

寿险合约负债的估值 
(参阅财务报告附注2.25、22和38.4)

集团的保险业务由大东方控股有限公司其附属公司 
(“GEH”) 经营。

管理层对寿险合约负债的估值采用复杂的精算法和 
模型。估值过程涉及对不确定未来事件的假设作出 
重大判断，包括死亡、疾病、开支、失效、退保和利率。

除了历史经验之外，应用这些假设时也涉及管理层的

判断。所使用的这些假设若出现变化，可能对寿险合

约负债的估值以及集团合并损益表的相关变动产生

重大影响。

我们针对此事项进行了以下审计流程：

• 我们加以了解精算估值过程，包括模型改变与假设设定；

•  我们对有关所用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控制措施，测试其设计与操作

有效性；

•  我们加以了解所用的估值法，从过去估值的方法识别出变化，并评估所

识别的重大变化的合理性与其影响。我们应用业界知识与经验执行这些

程序，这些方法与其变化是否与得自市场经验并获认可的精算惯例与预

期保持一致；

•  我们对模型输入数据进行抽样独立审查，以评估有关方法和关键假设是

否获得适当应用；及

•  我们透过比对GEH的历史经验与若有适用的市场可观察数据，对管理层

所用的关键假设的合理性进行评估，包括：死亡、疾病、开支、失效、退保

和利率。

根据我们所进行的工作和所取得的证据，我们认为管理层所采用的方法和关

键假设是合理的。

其他资讯
其他资讯是由管理层所负责。其他资讯包括董事声明(但不包括财务报告与我们的审计师报告)与年度报告的其他章节(“其他章节”)，我们在此

审计师报告日期之前已经取得董事声明，其他章节预计在此日期之后提供给我们。

我们对财务报告的意见并不包括其他资讯，我们并不也将不对此表达任何形式的鉴证。

配合我们对财务报告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以上列出的其他资讯，并在此过程中考虑这些其他资讯是否与财务报告或我们在审计时获得

的知识出现实质出入，或者表明存在重大误报。

如果根据我们对在此审计师报告日期之前所取得其他资讯而进行的工作，我们得到结论认为其他资讯中具有重大误报，我们必须对此据实报

告。我们在这方面并无需要报告的事项。

在我们阅读其他章节时，如果我们得到结论认为其中具有实质误报，我们必须将此事项通知董事，并根据SSAs采取适当行动。

管理层与董事们对财务报告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根据公司法令及SFRS(I)s的规定，编制真实、合理的财务报表，并负责制定和维护内部会计控制系统。此系统应足以合理鉴证资产

免受因非授权使用或处置而造成的损失；并使交易得到适当授权，进行必要记录，以用于编制真实和合理的财务报告以及维护资产问责制。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集团持续经营的能力、并在适用情况下披露与持续经营有关的事项，并采用持续经营会计基础，除非管

理层有意将集团清盘或停止营运，或处于没有可行替代方案的情况。

董事们的责任包括整体监督集团的财务报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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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师对财务报告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此财务报告整体是否不存在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取得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我们意见在内的审计师报告。合理的保证
是一项高层次的鉴证，但并不担保根据SSAs进行的审计工作一定会检测到所有存在的重大误报。误报可源于舞弊或错误，当这些误报在

单独或汇总的情况下，可合理预期它们会影响使用者以此财务报告为基础而作出的经济决策，即被视为具有重大性。

作为依据SSAs进行的审计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在整个审计过程中运用了专业判断和保持专业的怀疑精神。我们也进行以下工作:

•  识别和评估财务报告的重大误报的风险，无论是出于舞弊或错误，并针对这些风险设计和执行审计程序，并取得充分和适当的，能为 
我们的意见提供基础的审计证据。出于舞弊而造成的重大误报要比出于错误而造成的重大误报更为难以检测，这是因为舞弊可能涉及

串谋、伪造、蓄意疏忽、错误陈述或内部控制措施的越权。

•  获取对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措施的了解，以设计适合公司状况的审计程序，但并非是为了对集团内部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 评估所采用的会计政策的适当性，以及会计估计和管理层所作出的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  推定管理层所采用的持续经营会计基础的适当性，并根据所取得的审计证据，推定是否存在与某些事件或状况有关而可能对集团的持 
续经营能力造成显著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如果我们推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在审计师报告中对财务报告中的相关披露提出 
关注，或者在这些披露不充分的情况下，对我们的意见作出修改。我们的推论是基于截至我们的审计师报告日期为止所取得的审计证据

而做出的。然而，未来事件或状况可能导致集团不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而停止营运。

•  评估财务报告的整体展现方式的结构和内容，包括所披露事项，以及财务报告是否达到以合理的方式来展现交易和事件。

• 取得集团内部实体或业务活动的充分与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便对合并财务报告表达意见。我们对集团审计的方向、监督和执行负责。

我们对我们的审计意见全权负责。

我们与董事们沟通各项相关事宜如规划审计范围和时间以及重大审计发现，包括我们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内部控制措施的任何重大缺陷。

我们也向董事们提供一份确认我们遵守有关独立性的相关道德条例的声明，并与董事们沟通任何被视为可能影响我们的独立性的关系或其

他事件，并在合适情况下说明相关防范措施。

从我们与董事们的沟通中，我们确定了本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中最为重要的事项，并列为关键审计事项。我们在我们的审计师报告中说明这

些事项，除非法律或条例禁止公开透露这些事项，或在极罕见情况下，因为说明这些事项所将引起的不良后果在合理预期时大于公众利益，

我们决定不应在报告中说明此事项。

其他法律及监管规定
我们认为，银行以及其在新加坡注册并由我们担任审计师的附属公司，已遵照公司法令的规定适当保存其必须保存的会计与其他记录。

完成此独立审计师报告的审计工作的项目合伙人是连伟超。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 
公共会计师与特许会计师

新加坡，2023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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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银行

2022 2021 2022 2021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利息收入  11,590 7,425  7,421 3,919
利息支出  (3,902) (1,570)  (2,869) (708)
净利息收入 7,688 5,855 4,552 3,211

寿险盈利 (1)  971 1,137 – –
普通保险保费收入  218 197 – –
收费和佣金(净值)  1,851 2,245  879 969
股息  125 113  1,481 1,049
净交易收入  834 763  336 249
其他收入  (12) 286  2 143
非利息收入  3,987 4,741  2,698 2,410

总收入 11,675 10,596 7,250 5,621

员工成本  (3,233) (3,028)  (1,154) (1,093)
其他营运支出  (1,793) (1,736)  (1,238) (1,131)
总营运支出  (5,026) (4,764)  (2,392) (2,224)

扣除准备金与摊销前的营运盈利 6,649 5,832 4,858 3,397

无形资产摊销  (104) (103) – –
贷款与其他资产准备金  (584) (873) (210) (442)

扣除准备金与摊销后的营运盈利 5,961 4,856 4,648 2,955

扣除税务后的联号企业业绩分享 978 824 – –

扣除所得税前盈利  6,939 5,680  4,648 2,955
所得税支出  (1,057) (648)  (503) (229)
本年度盈利  5,882 5,032  4,145 2,726

应归属：

银行权益持有人  5,748 4,858
非控股股东权益  134 174

 5,882 5,032

每股收益(元)
基本  1.27 1.07
稀释  1.27 1.07

(1)  包括集团的保费与投资收入122亿4500万元 (2021: 195亿600万元) 及保险索赔、佣金与其他支出112亿4600万元 (2021: 182亿8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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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银行

2022 2021 2022 2021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本年度盈利 5,882 5,032 4,145 2,726

其他综合收益:
可能在随后重新分类以纳入收入报表的项目:
金融资产，按FVOCI (1)

本年度公允价值亏损 (2,164) (694) (807) (326)
(收益)/亏损在收入报表中重新分类

– 出售 264 (131)  149 (34)
– 减损 (#) 3  2 4
税务净变动 247 98 28 11

现金流量套期 (2) (#) (22) (7)
海外业务的外币折算差异  (873) 110 (109) (34)
联号企业的其他综合收益  (656) 339 – –

不会在随后重新分类以纳入收入报表的项目:
海外业务的外币折算差异 (54) (1) – –
权益工具，按FVOCI (1)，公允价值净变动 (207) 134 (12) 44
设定受益计划重估 2 (1) – –
本身信贷 1 1 1 1
扣除税务后的其他综合收益总额 (3,442) (142) (770) (341)
扣除税务后的本年度综合收益总额 2,440 4,890 3,375 2,385

综合收益总额应归属：

银行权益持有人  2,490 4,735
非控股股东权益  (50) 155

 2,440 4,890

(1) 按公允价值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2) #表示款项低于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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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银行

2022 2021 2022 2021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权益

应归属银行权益持有人

股本  18,048 18,040  18,048 18,040
其他权益工具  1,696 1,198  1,696 1,198
资本储备金  792 782  560 559
公允价值储备金  (1,006) 848  (674) (25)
收益储备金  33,557 31,795  17,286 15,825

 53,087 52,663  36,916 35,597
非控股股东权益  1,581 1,675 – –
权益总额  54,668 54,338  36,916 35,597

负债

非银行客户存款  350,081 342,395  223,310 221,213
银行同业存款和结存  10,046 8,239  7,691 6,708
附属公司应付款  – –  36,522 28,250
联号企业应付款  236 431  197 230
交易投资组合负债  212 393  212 393
衍生工具应付款  16,048 9,070  14,300 7,656
其他负债  8,525 7,163  2,844 1,906
应付当前所得税  995 905  566 458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61 2,832  125 154
发行债务  21,938 20,115  21,294 19,657

 410,342 391,543  307,061 286,625
寿险基金负债  94,946 96,306 – –
负债总额  505,288 487,849 307,061 286,625

权益与负债总额 559,956 542,187 343,977 322,222

资产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34,966 27,919  27,812 22,863
新加坡政府国库券与证券  17,096 11,112  15,889 10,106
其他政府国库券与证券  22,271 26,159  8,165 9,710
银行同业的存放和贷款  30,244 25,462  18,680 17,516
客户贷款  291,467 286,281  201,110 189,401
债务与股本证券  28,010 34,015  16,621 20,031
持有待售资产  1 11 – 1
衍生工具应收款  15,605 9,267  13,742 7,812
其他资产  6,635 6,334  2,538 2,339
递延所得税资产  437 280  104 88
联号企业 6,340 6,170  2,228 2,262
附属公司  – –  33,923 37,018
房地产、设施与设备  3,483 3,506  818 735
投资房地产  763 801  480 473
商誉与其他无形资产  4,643 4,774  1,867 1,867

461,961 442,091  343,977 322,222
寿险基金投资证券与其他资产  97,995 100,096 – –
资产总额 559,956 542,187 343,977 3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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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归属银行权益持有人

百万元
股本与

其他权益
资本

储备金 (1)
公允价值
储备金

收益
储备金 总额

非控股
股东权益 权益总额

2022年1月1日结存  19,238  782  848  31,795  52,663  1,675  54,338 
本财政年度综合收益总额

本年度盈利 – – –  5,748  5,748  134  5,882 
其他综合收益

可能在随后重新分类以纳入收入报表的项目:
金融资产，按FVOCI

本年度公允价值亏损 – – (2,027) –  (2,027)  (137)  (2,164)
(收益)/亏损在收入报表中重新分类

– 出售 – – 254 – 254 10 264
– 减损 – – # – # (#) (#)
税务净变动 – – 224 – 224 23 247

现金流量套期 – – –  (2)  (2) – (2)
海外业务的外币折算差异 – – –  (873)  (873) –  (873)
联号企业的其他综合收益 – – (87)  (569)  (656) –  (656)
不会在随后重新分类以纳入收入报表的项目：

海外业务的外币折算差异 – – – – – (54) (54)
权益工具，按FVOCI，公允价值净变动 – – (218) 37  (181)  (26)  (207)
设定受益计划重估 – – – 2 2 # 2
本身信贷 – – – 1 1 – 1
扣除税务后的其他综合收益总额 – – (1,854) (1,404)  (3,258)  (184)  (3,442)
本年度综合收益总额 – – (1,854) 4,344  2,490  (50)  2,440 
直接计入权益的权益持有者交易

权益持有者出资与派发

转移 7 12 – (19) – – –
普通股回购并持作库存股 (250) – – – (250) – (250)
股息与派发 – – –  (2,576)  (2,576)  (44)  (2,620)
来自未授予股票股息的DSP储备金 – – – 13 13  – 13
发行永久资本证券 498 – – – 498 – 498
股票形式支付员工成本 – 8 – – 8 – 8
发行给非执行董事的股票 1 – – – 1 – 1
转移至DSP信托的股票 –  (13) – –  (13) –  (13)
DSP计划授予的股票 –  103 – –  103 –  103 
转移/售出的库存股 250  (100) – –  150 –  150 
权益持有者总出资与总派发  506  10 – (2,582)  (2,066)  (44)  (2,110)
2022年12月31日结存  19,744  792 (1,006) 33,557  53,087  1,581  54,668 
结存中包括：

联号企业储备金分享 – – 86 3,380 3,466  – 3,466

(1) 包括2022年1月1日的4亿4400万元及2022年12月31日的4亿5500万元监管损失准备金。
(2) #表示款项低于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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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归属银行权益持有人

百万元
股本与

其他权益
资本

储备金 (1)
公允价值
储备金

收益
储备金 总额

非控股
股东权益 权益总额

2021年1月1日结存 19,031 1,229 1,358 28,004 49,622 1,554 51,176
本财政年度综合收益总额

本年度盈利 – – –  4,858  4,858  174 5,032
其他综合收益

可能在随后重新分类以纳入收入报表的项目:
金融资产，按FVOCI

本年度公允价值亏损 – – (664) –  (664)  (30)  (694)
(收益)/亏损在收入报表中重新分类

– 出售 – –  (122) –  (122)  (9)  (131)
– 减损 – –  3 –  3 (#)  3 
税务净变动 – –  91 – 91 7  98 

现金流量套期 – – – (#) (#) – (#)
海外业务的外币折算差异 – – – 110  110 –  110 
联号企业的其他综合收益 – – 127 212  339 –  339 
不会在随后重新分类以纳入收入报表的项目：

海外业务的外币折算差异 – – – – –  (1)  (1)
权益工具，按FVOCI，公允价值净变动 – – 55  65  120  14  134 
设定受益计划重估 – – –  (1)  (1) (#)  (1)
本身信贷 – – –  1  1 –  1 
扣除税务后的其他综合收益总额 – –  (510)  387  (123)  (19)  (142)
本年度综合收益总额 – –  (510)  5,245  4,735  155  4,890 
直接计入权益的权益持有者交易

权益持有者出资与派发

转移  13  (436) – 423 – – –
普通股回购并持作库存股 (406) – – – (406) – (406)
股息与派发 – – –  (1,886)  (1,886)  (34)  (1,920)
代替普通股股息而发行的股票 376 – – – 376 – 376
来自未授予股票股息的DSP储备金 – – –  10  10  –  10 
股票形式支付员工成本 – 9 – – 9 – 9
发行给非执行董事的股票 1 – – – 1 – 1
按股票认股权计划而发行的股票 1 – – – 1 – 1
转移至DSP信托的股票  83  (93) – – (10) – (10)
DSP计划授予的股票 – 73 – – 73 – 73
转移/售出的库存股 139 – – – 139 – 139
权益持有者总出资与总派发  207  (447) –  (1,453)  (1,693)  (34)  (1,727)
未导致失去控制权的附属公司权益变动 – – – (1) (1) (#) (1)
附属公司权益总变动 – – – (1) (1) (#) (1)
2021年12月31日结存  19,238  782  848  31,795  52,663  1,675  54,338 
结存中包括：

联号企业储备金分享 – – 174 3,115  3,289  –  3,289 

(1) 包括2021年1月1日的8亿7400万元及2021年12月31日的4亿4400万元监管损失准备金。
(2) #表示款项低于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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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
股本与

其他权益
资本

储备金 (1)
公允价值
储备金

收益
储备金 权益总额

2022年1月1日结存  19,238  559 (25) 15,825 35,597

本年度盈利 – – –  4,145  4,145 
其他综合收益 – – (649) (121) (770)
本年度综合收益总额 (2) – – (649) 4,024 3,375

转移 7 (7) – – –
普通股回购并持作库存股 (250) – – – (250)
股息与派发 – – – (2,576) (2,576)
来自未授予股票股息的DSP储备金 – – – 13 13
发行永久资本证券 498 – – – 498
股票形式支付员工成本 – 8 – – 8
发行给非执行董事的股票 1 – – – 1
转移/售出的库存股 250 – – – 250
2022年12月31日结存 19,744 560 (674) 17,286 36,916

2021年1月1日结存 19,031 994 300 14,560 34,885

本年度盈利 – – – 2,726 2,726
其他综合收益 – – (325) (16) (341)
本年度综合收益总额 (2) – – (325) 2,710 2,385

转移 13 (444) – 431 –
普通股回购并持作库存股 (406) – – – (406)
股息与派发 – – – (1,886) (1,886)
代替普通股股息而发行的股票 376 – – – 376
来自未授予股票股息的DSP储备金 – – – 10 10
股票形式支付员工成本 – 9 – – 9
发行给非执行董事的股票 1 – – – 1
按股票认股权计划而发行的股票 1 – – – 1
转移至DSP信托的股票 83 – – – 83
转移/售出的库存股 139 – – – 139
2021年12月31日结存 19,238 559 (25) 15,825 35,597

(1) 包括2022年1月1日的4亿4400万元 (2021年1月1日: 8亿7400万元) 及2022年12月31日的4亿4400万元 (2021年12月31日: 4亿4400万元) 监管损失准备金。
(2) 详细分项列于综合收益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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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 2022 2021
营运活动的现金流量
扣除所得税前盈利 6,939 5,680
非现金项目的调整：

贷款与其他资产准备金 584 873
无形资产的摊销 104 103
套期交易、公允价值计入损益证券与发行债务的变动 130 104
房地产与设备的折旧及租赁负债的利息支出 429 416
出售政府、债务与股本证券净亏损/(收益) 206 (92)
出售房地产与设备净收益 (99) (107)
股票形式成本 80 73
扣除税务后的联号企业业绩分享 (978) (824)
寿险基金相关项目
 税前盈余  999 1,221
 转自寿险基金的盈余  (971) (1,137)

营运资产及负债变动前之营运盈利 7,423 6,310
营运资产及负债变动：

非银行客户存款 7,518 27,510
银行同业存款和结存  1,807 (1,347)
衍生工具应付款与其他负债  7,798 (6,908)
交易投资组合负债  (181) 55
存放中央银行的受限制款项  229 (764)
政府证券与国库券 (2,913) 1,614
公允价值计入损益证券  1,931 (7,059)
银行同业的存放和贷款  (4,782) 7,354
客户贷款 (5,795) (23,685)
衍生工具应收款与其他资产 (5,443) 4,087
寿险基金的其他资产与负债净变动  2,507 8,029

来自营运活动的现金 10,099 15,196
支付的所得税 (1)  (1,167) (913)
来自营运活动的净现金 8,932 14,283

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联号企业的股息 145  138 
投资于联号企业 –  (514)
购入债务与股本证券 (11,622)  (12,475)
购入寿险基金投资证券 (37,237)  (41,636)
购入房地产与设备 (479)  (443)
出售债务与股本证券的收入 13,582 12,642
出售寿险基金投资证券的收入 33,970 34,345
出售房地产与设备的收入 128  152 

用于投资活动的净现金 (1,513)  (7,791)

融资活动的现金流量
非控股股东权益变动 – (1)
普通股回购并持作库存股 (250) (406)
已支付的股息与派发 (2,620) (1,544)
已发行其他债务的净发行/(赎回) 1,897 (3,840)
已发行永久资本证券的净收入 498 –
租赁负债的还款 (89) (91)
发行附属债券的收入 1,042 –
银行的雇员股票计划中转移/售出库存股的收入 150 140
赎回已发行附属债券 – (400)

来自/(用于)融资活动的净现金 628 (6,142)

现金与现金等值物之净变动 8,047 350
净外币折算调整  (773) 282
截至1月1日之现金与现金等值物  22,710 22,078
截至12月31日之现金与现金等值物  29,984 22,710

(1) 在2022年，集团支付所得税11亿6700万元 (2021年: 9亿1300万元)，其中在新加坡支付5亿7600万元 (2021年: 2亿8000万元) ，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支付5亿9100万元 (2021年: 6亿330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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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之财政年度

合并现金流量表



股息/分配

百万元 2022 2021

普通股息:
支付前财政年度免税年终股息28分(2021: 免税股息15.9分) 1,260 712
支付本财政年度免税中期股息28分(2021: 免税股息25分) 1,260 1,128

其他权益工具的派发:
4.0%永久资本证券 40 40
3.0%永久资本证券 6 6
3.9%永久资本证券 10 –

2,576 1,886

针对截至2022年12月31日财政年度，股东在银行年度股东大会上批准了发出每普通股40分的免税年终股息。

集团资本充足率 
集团的资本充足率是依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之637通告)全面实施的巴塞尔资本协议III条例计算。

百万元 2022 2021

普通股权 Tier 1 资本 35,179 34,845
额外 Tier 1 资本 1,730 1,231
Tier 1 资本 36,909 36,076
Tier 2 资本 4,028 3,497
合格总资本 40,937 39,573

风险加权资产 231,648 224,866

资本充足率

普通股权 Tier 1 资本 15.2% 15.5%
Tier 1 资本 15.9% 16.0%
总资本 17.7%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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