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家银行下调存款利率！
新一轮“降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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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深圳坪山珠江村镇银行公告称，即日起调整该行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定期存款利
率，调整后分别为2.15%、2.75%、3.4%、3.9%，均较“开门红”期间下调10个基点。

记者梳理发现，截至4月11日，已有广东、河南、湖北等多地中小银行宣布调整存款利率。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4月8日起，调整人民币存款利率的有河南光山农商银行、湖北黄梅农商行等近10

家中小银行。
针对此次中小银行下调存款利率，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当前部分中小银行存款利率调整，并不会推动4

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

○ 人民币存款增加

15.39 万亿元，同比

多增4.54 万亿元，其

中住户存款增加 9.9
万亿元

○倾向于“更多消费”的

居民占23.2%，比上
季增加0.5个百分点；

○倾向于“更多储蓄”的

居民占58.0%，比上
季减少3.8个百分点；

○倾向于“更多投资”的

居民占 18.8%，比上
季增加3.3个百分点。

今年一季度●去年，个人投资者陷入“资产荒”，存款成难得“避风
港”，13家银行存款狂飙到150万亿

●此番银行下调存款利率，其核心目标是为应对净息
差大幅回落、贷款扩张速度放缓的压力

现状
居民储蓄狂飙突进

记者根据Wind 资讯数据统计，截至去年末，6
家国有大行及 7家已公布 2022 年年报的股份制银
行吸收客户存款合计超150万亿元，比2021年大幅
增长了 16.67 万亿元，增速达到 12.4%，创下历年新
高。如果按照总人口14亿来计算，相当于去年国内
每人多存了1.2 万元，而这还仅仅是13家上市银行
的数据。

在过去10年，例如银行存款增速较高的2016年，
上市银行吸收客户存款总额增速达到11%，而在其他
年份，存款增速一般稳定在8%左右。

宏观统计数据早已提示这一现象：根据央行年初
发布的数据，2022年，住户存款增加了17.84万亿元，
比上一年多增7.94万亿元。今年以来，住户存款继续
保持增长惯性，1月份住户存款增加了6.2万亿元。

4月11日，央行发布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今年一
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15.39万亿元，同比多增4.54万
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9.9万亿元，几乎是2021年全
年的增量。

追问
惯性之后是否有转折

全民储蓄的热情一直延续到今年，央行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1月末，住户存款增加了6.2万亿元。虽然2
月份开始迅速回落，住户存款仅增加7926亿元，但依
旧高于去年同期，去年2月份的住户存款减少了2923
亿元。

根据央行4月11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今年一
季度，住户存款增加了9.9万亿元，而2022年一季度，
住户存款增加值为7.82万亿元。

不过，一个未来或将出现转折的先行指标是：央行
调查统计司对于城镇储户调查的跟踪情况。

央行调查显示，今年一季度，倾向于“更多消费”的
居民占23.2%，比上季增加0.5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
储蓄”的居民占58.0%，比上季减少3.8个百分点；倾向
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18.8%，比上季增加3.3个百分
点。而在去年四季度，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
61.8%，比上季增加3.7个百分点。

此后，大行、股份行是否也会调整存款利率?贷款

利率是否会跟进下调?
中金公司研究部银行业分析师林英奇认为，银行

在当前息差压力下存款利率下调具有一定合理性，但
根据存款自律定价调整机制，存款利率的全国性下调
可能需要债券利率或LPR基准利率下调作为参考因
素，因此当前全面下调存款利率的条件可能暂时并不
具备。

广发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倪军表示，虽然大部
分银行期待引导存款利率下行，往后看也有空间，但银
行体系对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还在摸索期，全行
业存款利率下行时机还有待观察。

倪军进一步表示，一季度信贷超预期，贷款利率
和银行息差也在历史低位，继续引导贷款利率下行可
能不是当前信贷政策的重心，预计近期LPR下行概率
不高。

热议
何以致“新一轮降息”

为何近期多家中小银行频现下调存款利率？专家
认为，这是一季度各家银行“开门红”活动结束后的利
率回调举措，此外，也与目前的经济回暖大环境有关。

“部分农商行下调存款利率，可能仍是在跟进2022
年9月大行存款利率下调，并非进入新一轮降息周期。
新一轮存款利率下调，往往是大行先调，而非中小银行
先调。”刘郁表示。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也表示，2023年以来，
经济复苏推动社会融资需求逐步回暖，上半年银行信
贷投放压力或有所上升，但考虑到目前银行负债端储
备较为充足，维持高息加力揽储的必要性不强，也为存
款利率的潜在调降提供了可行性支持。

此外，开源证券研报显示，此次降低存款利率可能
是中小银行依据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下调。此次
部分中小银行调降存款利率，可以在3月降准的基础
上，进一步缓解负债端成本，也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企业
的贷款成本。

对于居民资产端规模的提升。中信证券明明认
为，在结构性工具层面，类似于首套房房贷利率动态调
整机制的工具可以扩充适用范围，从首付比、公积金贷
款利率、限购限售等方面提供更多的降成本选项。其
次，围绕年轻人失业率结构性偏高，居民疫后可支配收
入恢复缓慢等问题，也应推出适当结构性政策工具，提
升总体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

原因
银行多手段压降成本

对于银行来说，存款定期化
使得存款平均付息率上升，叠加
LPR多次下调，贷款收益率持续下
行，银行息差也进一步承压。

从数据来看，去年，13家银行的存款利息支出超过
2.5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6%，而2021年的存款利息支出
增速仅为7.54%，相差超过1倍。基于此，加强负债成本
管控、压降高息存款，是去年各家银行的重点工作之一。

兴业银行在年报中表示，通过挂牌利率下调，有序
引导中长期存款定价下降。在年报说明会上，兴业银
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赖福荣表示，在负债端，兴业银行
通过考核引导，将存款利差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对各分
行的综合考评里，适当控制中长期存款的比例。

存款狂飙的背后，也是投资者的诸多无奈。去年，
在股、债、房“三杀齐下”的背景下，个人投资者陷入“资
产荒”，唯有存款，成为难得的“避风港”。

一向比较冷门的大额存单在去年甚至接连出现
“一单难求”的现象。根据数据，2022年大额存单发行
量达到2015年6月推出以来的最高值。

曾经，收益相对稳定的银行理财在很大程度上替
代了存款，但在理财净值化转型后，去年银行理财罕见
地遭遇了两次破净潮，以至于部分投资者需要像投资
股票一样割肉离场，“稳赚不赔”的信仰崩塌。

另外，银行理财收益也下滑严重，根据银行业理财
登记托管中心发布的数据，2022年各月度，理财产品平
均收益率为2.09%。而2021年各月度，理财产品加权
平均年化收益率最高为3.97%、最低为2.29%。

据中国证券报、第一财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