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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存款呈定期化趋势

“现在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 2.15%，三年期
2.60%，大额存单没有额度，购买不了。”农业银行北京
分行某网点客户经理表示，去年以来，该行的存款利率
虽然持续下行，但存款产品却始终走俏，客户购买利率
相对较高的大额存单甚至还需要拼手速。

实际上，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约束之下，
2022年以来，银行存款利率先后在4月和9月经历了
两轮下调。当前，各家银行二至五年期的定期存款利
率已全部进入“2时代”。

然而，存款利率的一降再降并没有冷却居民们的
储蓄热情。

2022年，几家国有大行去年个人存款余额突破10
万亿元，多家股份制银行存款增速创下历史新高。

年报数据显示，工商银行2022年个人存款增加
2.0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4%；建设银行个人存
款余额高达13.07万亿元，增幅为15.92%，新增金额创
近年最高；交通银行个人存款余额2.96万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23.01%；邮储银行个人存款余额为11.28万亿
元，较上年末增加1.24万亿元。

在股份制银行中，2022年，招商银行个人存款余
额为3.10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5.66%；平安银行个
人存款余额为1.03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34.3%；光大
银行个人存款余额1.07万亿元，增长24.28%。

就存款结构看，个人存款在去年呈现出明显的定
期化、长期化趋势。年报数据显示，2022年，多家银行
活期存款增长乏力，一般性定期存款、大额存单以及结

构性存款等相对高成本产品增速较快。
招商银行年报显示，截至2022年末，招商银行零

售定期存款余额为 1.12 万亿元，同比增幅高达
53.48%。

就光大银行提供的年报数据看，截至2022年末，
该行零售定期存款余额为 8071.01 亿元，增长
33.92%；零售活期存款余额为2594亿元，增长1.54%。

此外，中信银行去年个人定期存款同比增幅达到
42.36%，平安银行、瑞丰银行等多家银行个人定期存
款增幅超过了30%。

存款向上 息差向下

业内人士认为，存款的增长可以增强商业银行负
债的稳定性，但绝非有利无弊。与存款规模一路“水涨
船高”的是各家银行的负债压力。

“银行经营并非存款越多越好，存款规模增加也会
增加存款利息支出，从而抬高银行的负债成本。”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与此同时，就银行的资产端来看，贷款利率的持续
下行正在压缩各家银行的盈利空间。

为了降低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去年以来，金融管
理部门多次引导银行机构下调贷款利率。2022年，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5年期以上LPR利率
分别下降15个基点、35个基点，银行新发放企业贷款
平均利率已经降至有统计以来最低。

“去年市场利率下行，但存款成本并没有同步下
降，而且竞争比较激烈，加上客户风险偏好下降，存款
出现明显的定期化趋势，也推升了银行的刚性成本。”
在招商银行日前召开的业绩发布会上，该行行长助理
兼财务负责人彭家文表示，去年招商银行的平均存款
成本为1.52%，同比上升0.11个百分点。

一边是总生息资产收益率的持续下行，而另一边
是存款大增带来的负债成本上升。当前，存贷款利率
出现的不对称性下降，导致银行的净息差持续承压。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运金分析称，截至
2022年末，银行净息差收缩至1.91%，较2019年末下
降了0.29个百分点。

“现在银行息差收窄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招联首
席研究员董希淼坦言，近年来，居民更加偏爱大额存单
这类产品，而大额存单的利率比普通的存款产品更高，
会进一步抬升银行的负债端成本，增加负债的压力。

就近期公布的年报数据看，净息差收窄成为各家
银行普遍面临的问题。

展望2023年，多家上市银行高管均表示，预计今
年净息差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下行压力。

随着国内消费市场的回暖，珠宝市场也热闹非凡，翡
翠、红蓝宝、珍珠等各类珠宝的价格“涨势惊人”。“报复性”
涨价究竟为何？价格涨幅远超黄金的的珠宝值得投资吗？

“翻了差不多有一番，好的还不止！”在4月刚刚结束的
北京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上，不少翡翠商家如是表示。

一名来自平洲展团的商家表示，因近期缅甸原石供应
不稳定，导致上游原料竞争加剧。数据显示，今年第58届
缅甸翡翠公盘成交总额折合人民币约3.2亿元(约4221.7万
欧元)，不到2019年成交总额约36亿元的十分之一；参与
竞拍的翡翠原石共2150份，即使是与第57届缅甸公盘的
7811份原石相比，成交量降幅也超70%。

“缅甸局势不稳定，很多矿区还限制开采，现在料子不
好，价格还高。不知道怎么拿货，也不知道怎么卖，生意难
做！”一名参展的翡翠商人诉苦不已。

比翡翠更早传递出涨价信号的，是彩宝类。

今年2月，泰国珠宝首饰展于曼谷开幕，国内众多珠宝
从业者前往参展。“3克拉无烧蓝宝石十几万，之前大几万
都觉得贵。”有珠宝商在社交平台上称。不少国内彩宝商因
此纷纷紧急调价，宣布此前定价作废。

“今年红蓝绿的涨幅都在30-50%左右。”北京珠宝展
上，一名彩宝商称。

除红蓝宝外，尖晶石、珍珠等同样价格大涨，且高货涨
幅更为突出。

珠宝市场里“涨声”一片，珠宝商们也纷纷卖力吆喝。
与珠宝商的卖力吆喝相比，不少消费者表现出理性情绪。

“现在价格浮动得厉害，很难判断是否是炒作。”一名彩
宝收藏者表示，除国内市场回暖，不少珠宝商出海大量采
购，导致原料市场一时间供求不平衡，不少国内商家也可能
借机抬价。“珠宝水深，还是观望一阵子，等价格稳定下来再
入手。” 据中国新闻网

翡翠热不退烧 值得投资吗？

北京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上展出的翡翠首饰 据中新网

存款持续激增
银行打响
息差保卫战

过去一年，有人因消费场景减少而被
动降低消费，有人因行业不太景气而主动
节流增加预防性储蓄，还有人因为理财和
房地产市场波动而“持币观望”……在此背
景下，来自四面八方的资金纷纷涌入银行
存款账户。

时值上市银行2022年度经营业绩报
告的集中披露期，就年报数据看，多家银行
新增存款呈现较快增长，部分银行的存款
增量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

记者根据Wind数据统计发现，截至去
年年底，六家国有大行吸收客户存款总额
超120万亿元，同比增长率均达到了两位
数，增速较上年同期明显加快。

然而，存款的破纪录增长也让商业银
行面临着更加棘手的难题：存款综合负债
成本随之抬升，净息差进一步承压。

当下，银行业正在通过多种方式“冲
抵”净息差收窄带来的窘境，一场关于轻型
化转型的“大考”等待着各家银行提交“答
卷”。

面对净息差持续下行这一行业共同面临的挑战，如何
把控息差收窄速度、稳定息差水平，成为摆在各家商业银行
面前的重要课题。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保卫息差”需要银行从节流和开
源两端双管齐下：在负债端继续压降付息成本；在资产端进
行结构调整，提升高收益资产占比。

“今年，息差能不能够稳住，关键因素在于对付息成本
的压降。”邮储银行副行长张学文表示。

梳理近两年银行年报数据时发现，当前，一般性存款在银行
负债中的占比普遍高达60%以上，仍然是银行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在邮储银行的总负债里面，存款占了96%，如果能把存
款的付息成本压降下去，整体付息成本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张学文在业绩说明会上直言，邮储银行将把压降付息成本作
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预算、绩效考核等手段，把压降
付息成本的压力层层传导到“最后一公里”。

娄飞鹏也表示，目前银行存款中的定期存款、长期存款
较多，这需要银行业适当调整定期存款利率，确保负债成本
压力在合理范围内。

去年以来，为了降低高息负债比重，已有多家银行主动
控制负债成本。

2022年末，部分银行在持续收紧大额存单额度的同时，
不断下调高成本存款产品利率，以此来压降付息成本。在
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中，甚至出现了“存款时间越长，利
率反而越低”的中长期存款利率“倒挂”现象。

“就需求性看，存款利率下调可以缓解息差压力，避免资金
空转，刺激居民消费。”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

加大负债成本管控的同时，多家银行在年报中表示，将在资产
端持续做好资产组合管理和结构调整，不断提升高收益资产占比。

兴业银行计划财务部总经理赖富荣表示，兴业银行正
在进行信贷资产的结构调整，提高零售贷款在信贷资产中
的占比，比如贷款利率相对较高的消费类贷款，汽车金融、
信用卡贷款，还有线上融资等。

在稳定净息差的同时，发展轻资本业务、提升非息收入
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也被多家银行提上日程。

“轻资本业务不占用或少占用银行资本，在规模上可以摆
脱对资本驱动增长这一传统发展模式的依赖，提升内生增长
动力，在质量上有助于提升净资产收益率，提高银行估值水平
和融资能力。”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表示。

在利率中枢逐步走低、净息差持续收窄的环境下，打造
“轻型银行”，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
行转型的共识。

展望今年财富管理行业的发展，薛洪言表示，今年以来，资
本市场回暖、债券市场表现平稳，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和销售有望
明显修复，代销基金和保险业务也有望同比快速增长，将带动财
富管理业务重新走上快车道。 据中国金融新闻网

保卫息差 银行两端齐发力

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