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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框架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行的董事會共有11名董事，

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及九名非執行董事。在九名非執行

董事中，有七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具備高度

獨立性，以確保董事會能作出獨立客觀之決策，並能

全面和不偏不倚地監督管理層。

本行董事會、審核委員會、風險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及薪酬委員會的管治架構、合規情況監督和會面次數

已載列於《2023年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董事會及提

會採納的《利益衝突政策》，非執行董事在考慮是否接

受任何額外職責或職責變動時，應諮詢本行主席或公

司秘書。本行在決定是否允許非執行董事接受額外職

責或職責變動時，將考慮其所投入的時間等因素。

董事會及董事委員會的會議出席記錄已載列於《2023年

年報》之企業管治報告。

董事會：

11名董事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2名執行董事

9名非執行董事
包括 7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

名委員會由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組成，而審核委員

會、風險委員會和薪酬委員會的全體成員均為獨立非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的委任書列明，其每年最少須投入的時間

為75小時，而相關委任書必須由其本人簽署及確認。

此外，根據金管局指引（《監管政策手冊》中「本地註冊

認可機構的企業管治」（「CG-1」））規定，本行董事須出

席所有董事會會議及其出任主席或成員的任何委員會

會議，尤其是討論重大事宜的會議。另外，根據董事

恒生銀行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2023 57概覽 環境 附錄社會 管治

mailto:esg.report%40hangseng.com?subject=


風險管理框架
風險管理是我們日常營運的核心部分。我們擁有建立

穩健透明的企業管治制度，並致力保障業務營運免受

合規風險影響。風險管治論壇定期舉行會議，確保管

治及監控架構得以妥善執行、管理和維持，而且相關

資訊得以妥善傳遞。如要進一步了解本行整體的風險

應對方針，請參閱我們的《2023年年報》。

「三道防線」模式
我們採用「三道防線」模式界定本行各成員的角色及責

任，並透過以活動為基礎的框架，清晰劃分每道防線

的監控環境及對風險管理的問責和責任。該模式適用

於所有個人和所有風險類型，並有助我們得出正確的

行為結果。

風險權責（第一道防線）、風險監督和管理（第二道防

線）和獨立審驗（第三道防線）之間必須有明確的職責

分工，以有效識別、評估、管理和匯報風險。我們在

三道防線框架中所處位置取決於我們的職務，而非我

們的職位頭銜。

環球業務部門的職責可牽涉第一及第二道防線，因此

必須將職責分工細化至不同團隊。而達到特定職級的

個別人士（一般為執行委員會級別或其直系下屬），

可能會同時負責第一及第二防線的風險管理工作。然

而，任何此類雙重職責，尤其是在他們具有監管責任

的情況下，不得造成使負責人難以管理的衝突。

風險偏好乃通過風險偏好聲明闡明，其由定性聲明和

定量指標所組成，涵蓋設有既定風險偏好及容忍度水

平的金融和非金融風險。我們的風險偏好聲明由董事

會批准，並接受半年一次的審查和定期監督。

風險匯報提供以準確和及時數據為基礎的洞察力分

析，以及來自三道防線的主題專家觀點，協助本行高

級管理人員和持份者作出明智的決策，並幫助高級管

理層了解哪些風險屬於我們的首要風險，以及其是否

獲管控於我們的風險偏好水平內。風險匯報亦讓公司

內部的共同議題及系統性事項顯得更加清晰，有助我

們更積極有效地管理相關風險。

內部稽核部構成我們的第三道防線，負責就本行管理

層所制訂和陳述的風險管理框架、監控措施及管治程

序提供獨立客觀的審驗，以確定其設計及運行是否充

分有效。

風險權責
（第一道防線）

• 為風險責任人
• 負責識別、記錄、呈報及 
管理風險

• 確保設立合適的監控及評估
機制，以減輕該等風險

風險監督和管理 
（第二道防線）

• 負責制訂特定風險範疇的風險
管理政策及指引

• 就有關風險提供意見及作出 
指導

• 就有效風險管理對第一道防線
提出質詢

獨立審驗 
（第三道防線）

• 負責就本集團的風險管
理、管治及內部監控程序

的設計及營運成效提供獨

立的保證

恒生銀行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2023 58概覽 環境 附錄社會 管治

制定高標準的管治

mailto:esg.report%40hangseng.com?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