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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風 險 管 理

有效的風險管理可確保集團達到其策略目標，並保護其聲

譽、市場地位和財政實力。公司及旗下營運公司遵循集團

的企業風險管理政策。企業風險管理政策規定須就現有及

新興的風險進行識別、評估、管理、監察及滙報。

集團風險管治架構

董事局肩負風險管理、監察其設計及實施過程的最終責

任。董事局獲審核委員會支援。

董事局已採用三道防線模式的風險管治，以盡量避免出現

利益衝突的情況，並確保能獨立監察風險管理的工作。

在第一道防線，各營運公司的管理層負責識別、分析及滙

報各自所負責的風險。風險會盡量減輕，並在可行及合乎

經濟原則下消除。如風險未能消除，相關回報應反映所承

受的風險水平。

第一道防線獲集團財務委員會支援。該委員會決定管理財

務風險的參數，並監察各營運公司根據該等參數管理財務

風險的工作。財務委員會的成員包括集團及旗下各部門的

高級財務管理人員。

第二道防線支援第一道防線，並向董事局保證風險正得到

有效管理。集團共有兩個第二道防線風險管理委員會，分

別為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和太古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

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負責監察集團及營運公司層面非財務

風險的管理工作。該委員會向審核委員會滙報，成員包

括財務董事、一位常務董事（亦代理業務主管的職務）、

人事董事、集團總法律顧問、首席風險管理官及四位業務

主管。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i)定期檢討集團的風險承受能

力，(ii)監察集團及營運公司層面主要風險的管理工作，(iii)

識別新興風險及未來風險的潛在來源，及(iv)分析已顯現的

風險事件以尋求解決方法及從中學習。

在有關具集團維度風險方面，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得到風

險論壇的支援，應對人力資源、健康與安全風險；資訊科

技、數據與技術風險；政府監管與法律風險，以及環境及

可持續發展風險。在有關不具集團維度風險方面，集團風

險管理委員會得到營運公司第二道防線組織的支援。

太古公司風險管理委員會監察公司本身特定的風險、識別

具集團維度的風險，並向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提出管理該

等風險的方法。

財務委員會、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和太古公司風險管理委

員會均由財務董事擔任主席，並獲首席風險管理官支援。

各營運公司的董事局及管理層負責管理該等公司的風險。

各營運公司的風險管理管治各有不同。有些設有專責的董

事局和執行風險委員會，另外一些則透過審核或執行管理

委員會管理風險。



太古公司 二零二二年報告書 95

太古公司董事局
董事局
層面

太
古
公
司

太
古
業
務
單
位

太古公司審核委員會

行政人員
層面

太古公司
風險專責部門

太古公司
風險管理委員會

太古集團
風險管理委員會

太古業務單位
風險專責部門

太古業務單位
風險管理委員會

太古公司
專責委員會

企業風險管
理工作小組

太古公司
行政管理層
委員會

人力資源、
健康與安全
風險論壇

資訊科技、
數據與技術
風險論壇

政府監管
與法律
風險論壇

環境及
可持續發展
風險論壇

太古業務單位
行政及管理層
委員會

第一道防線 第二道防線 第三道防線

太古公司
內部審核
專責部門

太古業務單位
內部審核
專責部門

集團企業風險管理程序

營運公司採用一套通用的企業風險管理方法，包括：

– 識別：風險由高級行政人員識別，並參考一個通用的風
險分類法歸類。

– 評估：已識別的風險由高級行政人員就該等風險的財務
及非財務潛在影響和相關脆弱度進行定期評估。該評估

考慮到內部監控的成效、應對的準備工作及風險可減緩

的程度。

– 減緩：指定的風險責任人負責減緩風險，並實施已協議
的行動計劃。

已識別為具集團維度的風險將由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或連

同審核委員會及董事局進行討論。各營運公司負責在業務

中減緩及監察該等風險。

風險論壇在其各自職權範圍內監管對集團具重大影響的風

險，亦就可能影響集團的新興風險向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

提供意見，分析已顯現的風險事件，並制定最佳常規以管

理風險。

風險管治架構

風險管治架構如下所示：



風險管理96

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審查集團及部門的風險登記冊，並考慮風險管理的有效程度。委員會向營運公司發佈政策，並在集團

內推廣風險文化。董事局可自行識別風險。該等風險會轉交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及營運公司以納入其風險登記冊。

企業風險管理程序是由上而下，亦由下而上。董事局就其風險優先次序給予指引，營運公司則評估各自的風險。該等風險

均向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滙報並納入集團風險登記冊，風險登記冊之後會呈交審核委員會及董事局。

風險管理是業務管理不可或缺的一環：

– 風險識別程序為策略計劃提供資訊。

– 提高風險承受能力是制定預算和策劃程序的一部分。

– 表現管理程序包括制定行動計劃。

– 管理滙報程序包括風險承受能力的變化。

– 重大投資的盡職調查包括風險評估。

風險管理的主要重點範疇

集團須承受多種風險。下表列述當前的主要重點範疇。營運公司特定的重大風險載述於營運公司的風險管理冊。

主要重點範疇 風險趨勢 減緩工作

香港的發展變化  – 董事局定期對業務策略和投資進行檢討。
– 將區內的業務逐步重整，特別集中於大灣區。
– 聘用及培訓更多具備適當中國內地經驗的領導人才。
– 提升企業事務能力並加強與政府的關係，以協助公共政策發展。

疫情 – 應對疫情及業務持續計劃。
– 監察傳染病發展。
– 舉行有關醫學認識及應對方法的工作坊。
– 消毒及衛生措施。
– 家居檢疫及遙距工作安排。

地緣政治風險  – 留意新聞、媒體報道、發展趨勢，以及主流民意和政府意見。
– 制定危機管理和業務持續計劃。
– 管理與主要第三方的關係。
– 定期檢討在主要國家的資本配置。

風險識別

風險處理風險滙報

風險監察 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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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重點範疇 風險趨勢 減緩工作

危機管理 – 制定向上通報機制及滙報協定。
– 定期更新及測試危機管理和業務持續計劃。
– 按需要引入專才資源。

網絡安全和數據保護 – 制定適當的政策（包括與個人資料相關的政策）、設立培訓計劃及進行滲透測試。
– 採納NIST網絡安全成熟度標準。
– 包括一個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論壇的專責管治架構，以監察資訊技術、數據及技術
風險，並提出最佳常規的建議。

– 委託外聘服務供應商進行網絡安全方案及系統測試。
– 制定網絡事故應變計劃。

組合規程  – 制定為期十年的資本預算。由董事局進行考慮，以及管理所得組合的組成、風險及替代
方案。

– 制定投資審批的正式程序，包括一個專責投資委員會。
– 對考慮作投資的實體及建議的合資伙伴進行風險及了解客戶的評估。
– 在收購項目完成後進行估值。增聘熟悉執行交易的員工。

員工與文化  – 制定與招聘、工作表現評核、學習與發展、繼任規劃、員工福祉、多元共融，以及薪酬
和福利相關的政策及程序。

– 聘用適當的人員及培訓現有員工以發展數碼能力。
– 在適當情況下外聘高層管理人員，並加快晉升潛質優厚的本地僱員。

氣候變化  – 專設的管治架構，包括一個負責監察環境及其他可持續風險並就最佳常規提供建議的集
團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論壇。

– 採用雲端氣候風險工具評估實體資產的氣候風險。
– 採取適當的目標。
– 制定應變計劃以應對極端氣候事件。

新興風險： 
破格創新的技術

– 監督各營運公司的技術發展。
– 專責的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風險論壇監察技術風險。

新興風險： 
宏觀經濟展望

– 密切監察金融市場及預測，以及其對集團財務風險的影響。
– 就緩減財務風險策略及市場趨勢與銀行保持對話。
– 於財務委員會審視財務風險管理策略及政策。
– 定期檢討融資計劃及現金流預測。
– 擴大資金來源，以及就重大不利事件增加資金流動性緩衝。
– 緩減外滙風險，包括因應中國內地資產及現金流增加人民幣資金。

 風險水平於二零二二年增加     風險水平於二零二二年減少      風險水平大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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