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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说明

以下财务信息仅包含本行及集团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的财政年度财务报表（完整财务报表）中的信息摘

要。这些信息摘要并不包含足够的财务信息来全面了解本行和集团的业绩和状况。如需了解详情，请参阅完

整的经审计财务报表以及独立审计师对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所提出的报告。这些信息可在本行的网站  

https://www.uobgroup.com/investor-relations/financial/group-annual-reports.html上找到。

https://www.uobgroup.com/investor-relations/financial/group-annual-reports.html


致大华银行有限公司股东

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审计意见
我们已经审核第#(1)页至第#页的大华银行有限公司（银行）及其附属公司（合称集团）的财务报表。这包括银行与集
团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截至上述日期财政年度银行与集团损益表、全面收益表及股权变动表、集团的
综合现金流量表和财务报表附注，包括重大会计政策信息。

我们认为，后附的集团综合财务报表，和银行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全面收益表及股权变动表，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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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真实及公允地显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集团的综合财
务状况及银行的财务状况，截至上述日期集团的综合财务绩效、综合股权变动和综合现金流量状况，以及银行的财务
绩效和股权变动。

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新加坡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在我们报告中的“审计师对审计财务报表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
了我们在这些标准下的责任。依据会计与企业管理局的公共会计师和会计主体的职业行为与道德准则，以及与我们在
新加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相关的道德要求，我们独立于集团，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
的审计证据是充分和恰当的，为我们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关键审计事项

关键审计事项是根据我们的职业判断，认为对本期间财务报表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这些事项是我们对财务报表整体
进行审计意见的背景下已获处理，而我们不对这些事项提供单独的意见。对于以下的每个事项，我们将在此背景下阐
述我们的审计如何处理该事项，包括对我们的程序的发现或结果的任何评论。

我们已履行了本报告中“审计师对审计财务报表的责任”部分所阐述的责任以及对这些关键审计事项的相关责任。我
们的审计工作包括执行为响应对我们对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程序。我们审计程序的结果，包括为处理以下事
项而采取的程序，为我们对所附财务报表的审计意见提供了依据。

独立审计师报告书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财政年度

(1) 页码与大华银行2024年年度报告中所载日期为2025年2月18日的独立审计师报告中所述页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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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重点 我们的审计过程如何处理风险因素

预期信用损失
请分别参见综合财务报表附注2(d)(vi)、 
3 ( i )、 1 2、 2 1 ( b)、 2 4、 2 5、 2 7 ( b)、 
28(d)、30(b)以及31。

集团根据SFRS(I)第9条金融工具的要求计
算其信用风险的预期信用损失（ECL）。
信用风险分为非信用减值风险和信用减值
风险。

a) 非信用减值风险

集团的非信用减值风险的ECL计算包括重
大判断和估计。我们认为下列是比较需要
重大判断的领域：

• 所使用的经济情景和相应的概率权
重，以便从前瞻性角度测量ECL，从而
反应了管理层对未来潜在的经济环境
的观点；

• 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确定标准；

• 模型假设；以及

• 对模型驱动ECL结果进行的调整，以解
决模型限制或新兴趋势。

a) 非信用减值风险

我们评估了对于集团非信用减值风险的ECL的关键控制设计与效率，并着
重于以下方面：

• 输入在ECL计算系统中的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 模型的验证；

• 经济情景和概率的选择与实施；

• 根据集团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标准和早期预警指标进行的信用风险 
敞口分段；以及

• 建模后调整的管理。

我们邀请我们内部的专家协助我们针对样本投资组合进行如下检测：

• 独立审核ECL模型方法的适当性；

• 进行敏感性分析、基准测试或回溯试验以评估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
和违约风险暴露模型的合理性；以及

• 审核集团对信用风险显著增加的评估。

我们也审核了集团确定经济情景的方法，以评估经济情景的合理性和集
团应用的相对权重，以及审查了集团的SFRS(I)第9条工作小组在评估管理
层进行建模后调整的理由决定的合理性，并在适用的情况下进行了重新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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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重点 我们的审计过程如何处理风险因素

b) 信用减值风险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集团的信用减值
风险之的第三层级ECL是15.67亿元，其中
69%与集团批发银行（GWB）投资组合 
有关。 

我们专注于GWB投资组合的第三层级
ECL，因为此投资组合中减值的识别和
估计可能具有主观性，并需要做出重大 
判断。

b) 信用减值风险

我们评估了集团进行GWB组合第三层级ECL估算的关键控制的设计与效
率。这些控制包括：

• 抵押物的评估和监测；

• 减损指标的确定；以及

• MAS第612号公告信用等级。

在我们的审计抽样中，我们考虑了信贷风险敞口的规模、宏观经济因素和
行业趋势，以着重于被评估为风险较高的客户。而对于我们选定的受损贷
款样本，我们执行了以下程序：

• 评估了管理层对可收回现金流量的预测,包括回收金额和回收时间的
依据。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将主要假设与外部证据进行了比较， 
例如抵押品的独立估值报告,通过负面新闻搜索和/或公开可用的信息，
斟酌并证实了借款人的最新发展；

• 通过同意源文件（例如贷款协议）来检查基础数据是否准确；以及

• 评估了第三层级ECL的合理性并核实了计算结果。

总的来说，我们的评估结果认为，集团的ECL在预期结果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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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重点 我们的审计过程如何处理风险因素

非流动性或复杂金融工具的估值
请分别参见综合财务报表附注2(d)(ii)、 
3(ii)以及19(b)。

截至2024年12月31日，集团总金融工具的
4%（50亿元）按公允价值被归纳于第三
层级。 

第三层级的金融工具主要包括无报价股权
投资和基金、可赎回利率互换和非上市债
务证券。

我们专注于使用估值技术按公允价值计量
的金融工具，这些估值技术所依据的输入
值涉及较高程度的复杂性和管理层的估计
数据。某些第三层级金融工具的定价相当
主观，因为缺乏市场数据,可能需要管理
层作出判断，或使用复杂的模型和假设。

我们评估了对于集团第三层级金融工具估值流程的关键控制设计与效率。
这些控制包括：

• 验证并批准模型；

• 价格输入的可观察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 独立的价格核实，包括过时价格核查；以及

• 监测抵押物纠纷。 

此外，在内部估值专家的协助下，我们针对输入大量不可观察数据的金融
工具方面评估了管理层所采用的估值方法、假设和输入数据的合理性。

我们的评估结果认为，集团的非流动性或复杂金融工具估值在预期结果 
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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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管理层对其他信息负责。其他信息包括我们在此审计报告日期之前获得的董事会声明（但不包括财务报表及我们的审
计报告），及我们预计会在该日期后提供给我们的年度报告之其他章节。

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意见不涵盖其他信息，我们不对其发表任何的鉴证结论。

基于我们对财务报表的审计，我们的责任是阅读其他信息，在此过程中，考虑是否有迹象显示其与财务报表或我们审
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不一致或有重大错报。如果根据我们对于在本审计报告日期之前获得的其他信息所做的工作，我
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信息存在重大错误，我们需要报告该事实。在这方面，我们无任何事项需要报告。

我们在阅读其他章节时若确定其存在重大错报，我们必须向董事会报告这一事实，并根据新加坡审计准则采取适当的
措施。

管理层及董事会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法令及SFRS(I)s的规定编制真实与公允的财务报表是集团管理层的责任。管理层也负责设计与维护一套必要的内部
会计控制系统，以合理地确保资产免受未经授权使用或处置而造成损失；以及交易经适当的授权，并进行必要的记录
备案，从而协助编制真实与公允的财务报表和对资产履行经营管理责任。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有责任评估集团的持续营运能力，并在适当的情况下透露有关持续营运的事项，并采用持
续营运的会计概念，除非管理层有意清算集团或终止营业，或者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现实可行的选择。

董事会的职责包括监管集团的财务报告流程。

审计师对审计财务报表的责任

我们的目的在于取得合理的保证，确保财务报表整体上是否存在由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并发表包含审计意见
的审计师报告。合理的保证代表高水平的保证，但不担保依新加坡审计准则所进行的审计工作一定能察觉重大错报 
（若有）。错报可因舞弊或错误而导致，而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合理预期会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
的经济决策，则被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作为依据新加坡审计准则SSA进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专业判断，在整个审计保持职业怀疑态度。我们也：

• 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的重大错报风险，无论是由于舞弊或错误，并设计和执行受这些风险影响的审计程序，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我们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舞弊可能涉及官商勾结、伪造、蓄意遗漏、误导性陈述
或无视内部控制，因此未检测到由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风险比因错误导致的风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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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与审计的相关内部监控，以就状况设计适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本集团内部监控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 评定所采用的会计政策的恰当性以及管理层所做出的会计估计和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 针对管理层使用持续营运为基础的会计理念的适当性得出结论，并根据所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集团持
续营业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结论是这类重大不确定性确
实存在，我们必须在审计报告中针对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信息提请注意，或者，若该披露信息不足，则必须修
改我们的意见。我们的结论是基于截止于审计师报告书之日所获取的审计证据。尽管如此，未来事件或状况可能
导致集团终止持续营运。

• 评定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信息披露，以及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地反映了相关交易和事项。

• 计划并实施集团审计工作，以获得有关集团内的实体或业务活动财务信息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对集团财
务报表审计意见的基础。我们负责指导、监督和审查为集团审计目的所开展的审计工作。我们仅为我们的审计意
见负责。

我们与董事会就有关审计的规划范围、时间安排以及显著审计发现进行沟通，包括任何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识别的显著
内部监控缺陷，以及其他事项。

我们也为董事部提供一份关于我们遵守相关道德要求以及独立性的声明，并与他们沟通所有可能会合理地被认为对我
们的独立性有所影响的事项，以及在适用情况下，为消除威胁而采取的行动或相关的保障措施。

从与董事部沟通的事宜中，我们决定本时期的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中最重要的事项，并据此决定关键审计事项。我们
在审计师报告中叙述这些事项，除非法律或法规制止该事项被公开披露，或，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被披露的有关事
项所造成的负面后果将高于公众利益，我们将不在报告中告知该事项。

其他法律和监管要求报告

我们认为，法令规定必须由银行及其在新加坡注册并由我们担任审计师的各附属公司加以保存的账目及其他记录，均
已根据法令的规定适当地保存。

本独立审计师报告书的审计合伙人是胡兆华。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公共会计师与特许会计师
新加坡

2025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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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银行

百万新元 2024 2023 2024 2023

利息收入 23,259 22,242 18,634 17,740
减：利息开支 13,585 12,563 11,815 10,907
净利息收入 9,674 9,679 6,819 6,833

净收费及佣金收入 2,395 2,235 1,679 1,525
租金收入 101 99 74 73
交易净收入 1,689 1,607 1,231 1,210
投资证券净收益 314 133 260 10
其他收入 121 179 1,387 500
非利息收入 4,620 4,253 4,631 3,318

营业收入总额 14,294 13,932 11,450 10,151

减：职员成本 3,699 3,553 2,310 2,267
 其他营业开支 2,611 2,664 1,689 1,633
营业开支总额 6,310 6,217 3,999 3,900

拨备金拨回及摊销前的营业盈利 7,984 7,715 7,451 6,251
减：无形资产摊销 28 24 − −
 信贷及其他亏损拨备金 926 921 383 362

拨备金拨回及摊销后的营业盈利 7,030 6,770 7,068 5,889
联号公司及合资企业盈利份额 121 93 − −

税前盈利 7,151 6,863 7,068 5,889
减：税款 1,092 1,138 875 912
财政年之盈利 6,059 5,725 6,193 4,977

应归：

银行股东 6,045 5,711 6,193 4,977
非控制性权益 14 14 − −

6,059 5,725 6,193 4,977

每股收益（元）

基本 3.56 3.34
稀释 3.54 3.33

损益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财政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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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银行

百万新元 2024 2023 2024 2023

财政年之盈利 6,059 5,725 6,193 4,977

预计不能重分类计入损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权益工具的投资净 

收益/损失 23 (165) 21 (194)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负债因本行自身的信用风险而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 5 (14) 4 (15)
设定收益义务的重新计量 (6) (3) #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全面收益项目的相关税项 1 # (1) 3

23 (182) 24 (206)
预计将重分类计入损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货币折算调整  264 (380) (44) 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全面收益和现金流对冲的 

债权工具的净收益/损失

计入股权的净估值 508 730 315 558
计入损益 (293) (78) (226) (29)
预期信贷损失准备金变动 1 15 7 12
相关税项 (32) (41) (7) (15)

448 246 45 535
联号公司及合资企业其他全面收益权益的变动 4 (19) − −
财政年扣除税项后的其他全面收益 475 45 69 329

财政年扣除税项后的全面收益总额 6,534 5,770 6,262 5,306

应归：

银行股东 6,515 5,753 6,262 5,306
非控制性权益 19 17 − −

6,534 5,770 6,262 5,306

# 少于$500,000

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财政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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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银行

百万新元 2024 2023 2024 2023

股权

股本及其他资本 7,709 7,752 7,709 7,752
留存收益 34,834 31,800 26,561 23,363
其他储备金 7,190 6,674 8,528 8,429
应归银行股东的股权 49,733 46,226 42,798 39,544
非控制性权益 224 242 − −
股权总额 49,957 46,468 42,798 39,544

负债

存款及结余：

同业银行 19,735 32,371 16,047 27,385
客户 403,978 385,469 314,153 303,300
附属公司  − − 20,606 13,590

应付票据及汇票 665 900 562 702
衍生金融负债 12,514 11,768 10,178 10,433
其他负债 8,377 8,842 6,481 6,570
应付税款  751 909 681 825
递延税负债 320 513 303 284
已发行的债券 41,367 36,280 39,316 34,146
负债总额 487,707 477,052 408,327 397,235

股权及负债总额 537,664 523,520 451,125 436,779

资产

存放中央银行现金及结余 38,577 52,350 33,690 46,044
新加坡政府国库券及证券 13,281 13,322 13,260 13,322
其他政府国库券及证券 33,570 24,958 17,790 11,144
交易证券 3,792 4,260 2,377 2,913
存放同业银行及结余 37,432 35,093 29,698 27,230
向客户提供的贷款 333,930 317,005 258,570 246,336
存放及预付给附属公司 − − 22,637 17,765
衍生金融资产 12,132 9,707 10,090 8,412
投资证券 44,680 46,533 41,905 43,043
其他资产 8,480 8,782 5,855 6,419
递延税资产 657 752 239 154
投资于联号公司及合资企业 1,302 1,266 301 308
投资于附属公司 − − 8,067 6,980
投资产业 683 726 550 804
固定资产 4,169 3,782 2,914 2,723
无形资产 4,979 4,984 3,182 3,182

资产总额 537,664 523,520 451,125 436,779

资产负债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10



资本充足比率

依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第637号(MAS 637)公告要求，集团须达到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的资本充足比例。

集团

百万新元 2024 2023

普通股权一级资本 40,275 37,076
额外一级资本 2,750 2,751
一级资本 43,025 39,827
二级资本 4,360 5,840

合格资本总额 47,385 45,667

风险加权资产 259,835 275,930

资本充足比率(%)
一级普通股本 15.5 13.4
一级 16.6 14.4
总计 18.2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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