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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9月下调存款利率后，大行开启新一轮的调整。记者获悉，

工行、农行从昨日起调整活期以及部分长期限定存挂牌利率，其中，2
年期下调 10BP（BP 即基点，1BP=0.01%），3 年、5 年期均下调
15BP。此外，建行、农行、工行等大额存单利率昨日也出现下调，3年

期大额存单利率降至3%以内。
业内人士认为，本次降成本针对银行活期存款，以及占比较高的定期存款，

进一步引导存款利率下行，有利于维护银行合理盈利空间，增强银行内生资本补
充能力；此外引导存款利率下行，有利于促进消费、投资，提升经济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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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套房贷利率
多地下调至4%以下

中指研究院近日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
2023年以来，全国已有超40城调整首套房贷利
率下限至4%以下。其中，肇庆、湛江、惠州等城
市取消了首套房贷利率下限；珠海、柳州等城市
首套房贷最低利率已降至3.7%；天津、沈阳、十
堰等城市首套房贷最低利率降至3.9%。同时，
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5月，中国
百城首套房贷利率较上月微降0.01%，二套房贷
利率与上月持平。

调整优化首套房贷利率下限，降低了购房
者贷款成本。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自去年建立首套
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以来，截至今
年3月末，在96个符合放宽首套房贷利率下限
条件的城市中，有83个城市下调了首套房贷利
率下限，有 12 个城市取消了首套房贷利率下
限。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介绍，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可以“既
管冷、又管热”，既支持房地产市场面临较大困
难的城市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又要求房价出
现趋势性上涨苗头的城市及时退出支持政策，
可以实现因城施策原则下首套房贷利率政策的
双向动态灵活调整。

除了调整首套房贷利率下限，降低交易成
本、减轻首付压力也是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的重要举措。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不
久前出台的《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意见》
明确提出，房地产经纪服务收费由交易各方根
据服务内容、服务质量，结合市场供求关系等因
素协商确定。房地产经纪机构要合理降低住房
买卖和租赁经纪服务费用。同时，鼓励按照成
交价格越高、服务费率越低的原则实行分档定
价，引导由交易双方共同承担经纪服务费用。

不少城市近期纷纷优化公积金使用方式。
5月1日，上海市实施多子女家庭住房公积金支
持政策，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的多子女家
庭购买首套住房，最高贷款限额(含补充公积金
最高贷款限额)在上海市最高贷款限额的基础
上上浮20%；5月11日，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发布新政，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
款，以减轻购房职工的首付资金筹款压力；6月
1 日起，芜湖市夫妻双方均缴存住房公积金的
最高可贷款额度调整为70万元，以进一步保障
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基本住房需求。

对于近期房地产相关政策的调整，分析人
士普遍持积极态度。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说，短期
来看，前期已出台的保交楼、支持房企融资等政
策有望继续落实到位。中长期来看，各地仍需
要探索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新模式，盘活存量资
源、促进租赁市场发展。

贝壳研究院市场分析师刘丽杰表示，首套
房贷利率下降有助于降低首次刚需置业的购房
成本，促进刚性住房需求释放。同时，重点城市
放宽首套认定标准，结清贷款再次贷款购房可
按首套首付、首套利率执行等举措，进一步降低
了改善性购房的成本，有利于支持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释放。

“各地因城施策，适当优化首套房贷利
率、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服务水平，将有效降
低购房者的综合成本，缓解购房者首付压
力。未来，随着经济恢复向好、相关政策的成
效持续显现，预计房地产市场将保持平稳。”
刘丽杰说。

据人民日报

多家银行存款挂牌利率下调
定存利率正式告别“3时代”

大行存款利率3年5年期下降15BP

工行、农行相关信息均显示，昨日起，该行
部分期限存款挂牌利率进行调整。其中，活期
存款挂牌利率下调5BP，2年期下调 10BP，3
年、5年期均下调15BP。

调整之后，活期存款挂牌利率由0.25%降
至0.2%；整存整取方面，2年、3年、5年期挂牌
利率分别由2.15%、2.6%、2.65%降至 2.05%、
2.45%、2.5%。

定期存款执行利率方面，建行手机APP显
示，6月7日，整存整取方面2个月-5年期定存
最高利率为3%，6月8日则调整为2.85%，最高
利率下调15BP。

另外，中国银行手机APP显示，该行2年期定
存产品利率由2.4%下调为2.3%；3年期定存产品
利率由3%降至2.85%，最高利率下调15BP。

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降至3%以内

除活期、定期存款挂牌利率外，记者发现，
部分大行的大额存单利率也出现明显的下调。
农行手机APP显示，6月7日该行1个月、3个月
期大额存单利率均为1.6%、6个月大额存单利
率为1.8%，1年期大额存单利率为2%，2年为
2.5%，3年为3.1%。

6月8日，农行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
期大额存单产品利率未有变化，2年期大额存单
降至2.35%，3年期降至2.9%。2年期、3年期分
别下调15BP、20BP。

另外，工行手机APP显示，6月7日该行1
个月、3月期大额存单利率均为1.6%%、6个月
大额存单利率为1.8%，1年期大额存单利率为
2%，2年为2.5%，3年为3.1%。6月8日，2年

期、3年期亦均降为2.35%、2.9%。
中国银行手机APP显示，6月7日深夜该行

3月期大额存单利率均为1.6%、6个月大额存单
利率为1.8%，1年期大额存单利率为2%，2年为
2.35%，3年为2.9%，且均显示额度不足。6月8
日，截至发稿，则显示无符合条件的大额存单。

建设银行手机APP显示，6月7日该行大额
存单1个月-3年最高利率为3.1%。6月8日，
大额存单最高利率则显示为2.9%，最高利率下
调20个基点。

缓和息差收敛压力

华泰证券分析师沈娟表示，下调存款利率，
有助于压降负债成本。2022年以来存款定期
化趋势持续，且受海外加息影响，外币存款利率
提升，虽然各期限人民币存款利率整体下行，但
受存款定期化+外币存款定价提升影响，整体存
款付息率有所上升。

数据显示，2023年4月，全行业住户存款、
企业存款定期率较22年末分别上行3pct、2pct
至71%、68%。沈娟表示，监管持续引导存款成
本下行，有利于缓和银行息差收敛压力，维护银
行合理盈利空间。

实际上，监管层注重稳定负债成本。2021
年6月引导转变存款利率定价方式、2022年4月
引导存款利率挂钩1Y-LPR+10Y国债，今年4
月EPA首次引入存款定价惩罚措施，4月以来部
分中小行、定价较高的股份行存款挂牌利率陆续
调降；5月10日全国自律机制下调协定存款及通
知存款自律上限，引导对公活期成本下降。

沈娟补充道，本次降成本针对银行活期存
款，以及占比较高的定期存款，进一步引导存款
利率下行，有利于维护银行合理盈利空间，增强
银行内生资本补充能力。此外，引导存款利率
下行，有利于促进消费、投资，提升经济活跃度。

不排除其他银行跟进

其他银行是否会跟进下调？中泰证券研
究所所长戴志峰表示，大行调降后，后续中小
行或进行不同程度的跟进，有助于减轻行业整
体的负债端压力。本次虽然涉及的调降品种

较多，但幅度相对较小，存款利率仍有下
降空间。

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师刘银
平亦认为，不排除未来股份行和地方性
银行会跟进下调存款利率。但由于近两
个月地方性银行存款利率已经大幅下调
一轮，所以接下来银行的存款利率调整
主要还是看自身经营、息差及揽储压力
情况，还要参考同类银行的利率调整情
况。

一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公告
发布前存入的定期存款利率不受影响，
但未来利率还有进一步下调的可能。

恒丰银行北京市某支行工作人员介
绍，现在国债收益率已经到2%多了，5
年期是3.0%，我们现在（存款利率）还会
陆续降，目前的走势是这样，短期内应该
不会利率上调。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工作人员也告诉
记者，还将下调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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