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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市上调存款利率 中小银行为哪般？

日前，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称，将全
面关停特色存款产品。

天津滨海农商行发布公告称，自今年
12月15日起，该行个人“定活通”“利增利”
存款业务停止运营。已签约的账户，自今
年12月15日起不再将活期资金转存为个
人“定活通”“利增利”款项。已经转存的个
人“定活通”“利增利”款项计息规则不变，
按照原产品规则继续运行。

交通银行“超享存”产品12月1日起全
面关停。“超享存”产品关停后，将不再提供
自动转入和自动转出功能。已经通过自动
转入开立的超享存子账户不受影响，仍可
按开户利率和个人整存整取储蓄存款账户
的计息规则计息。关停后，该行将分批次
将存量超享存子账户切换为普通个人整存
整取储蓄存款账户。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
员、内蒙古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
表示，商业银行叫停部分特色存款，主要考
量是在当前净息差持续承压的情况下精细
化管理存款付息成本。因为部分特色存款
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变相提升利率等问
题，提高了银行净息差管理的难度。

业内人士表示，特色存款利率下调是
银行机构调整负债成本的措施之一。目
前，在支持实体经济、降低贷款利率的大背
景下，银行净息差收窄严重，监管不断优
化、发挥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作用，减
轻银行机构负债端压力。

在分析人士看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
的不断发展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持续
推进，银行业竞争愈发激烈。为了提高市
场竞争力，部分银行推出特色存款等。这
些创新产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客户
需求，但也导致了市场竞争的无序化和金
融风险的积聚。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杜阳表示，具
体来看，一是特色存款在多样化发展的同
时，也增加了银行的经营成本和风险管理
难度。为保障银行体系的稳健运行，防范
金融风险，监管部门需要对创新存款业务
进行规范和监管。此外，部分特色存款可
能存在监管套利现象，或进一步放大金融
风险。二是部分特色存款设计复杂，消费
者难以准确理解和把握。叫停部分创新存
款业务有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客户
资金安全，降低投资风险。

相关新闻

日前，河南淮滨农商银行宣布，自12月12日起阶段性上调新开户个人整存整取定期存款利
率，起存金额大于等于1万元的执行上调后利率。具体看，个人整存整取1年、2年、3年定期存款
利率由1.80%、2.00%、2.35%上调至1.95%、2.15%、2.40%。其中，个人整存整取1年期、2年
期均上调了15个基点。

包括河南固始农商银行、桂林国民村镇银行等在内的多家中小银行也于近期上
调部分期限存款利率。专家表示，临近年底，部分中小银行上调存款利
率吸引储户，增强资金实力，从供需两端发力“稳增长”。

银行压降负债成本
关停特色存款产品

上市公司热情降温
理财规模大幅缩水

今年上市公司购买理财的热情逐渐降
温。根据Choice数据，2023年上市公司委
托理财（含理财、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资
管计划，下同）规模持续缩水，部分公司亦
进一步调低 2024 年拟委托理财规模。与
此同时，上市公司“求稳”心态显著，在委托
理财“购物车”中，结构性存款等低风险产
品占比过半，且持续上升。有业内人士分
析，上市公司对理财市场态度“变奏”，主要
与市场行情波动有关。一方面，随着净值
化转型进一步深化，理财产品收益率波动
加大；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存款利率多次调
降，对上市公司的吸引力有所减弱。

或受去年理财赎回潮的伤痕效应影
响，与往年相比，今年上市公司在理财市场

“买买买”的步调有所放缓。Choice数据显
示，截至12月14日，2023年共有895家公司
发布委托理财公告（含预案、实施完成、实
施中，下同），认购规模约为8134亿元。而
去年同期，共有1171家企业发布委托理财
公告，认购金额为12445亿元。对比来看，
2023年上市公司在参与数量、规模上均有
明显回落，其中规模下降超过三成。

具体结构看，今年上市公司更青睐结
构性存款、大额存单、低风险理财等求稳产
品，高风险投资则频频踩雷。

2023年理财规模缩水的同时，也有上
市公司在 2024 年委托理财预案公告中提
前选择“减仓”。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

19日，共有天马科技（603668.SH）、金龙鱼
（300999.SZ）等32家企业公布2024年委托
理财预案。刨除数据缺失的3家企业，其
中有13家企业2024年拟认购金额较去年
预案出现大幅下调，占比近半。

上市公司对委托理财热情降温背后的
原因是什么？或与今年收益率波动有关。
从存款端来看，今年以来银行存款利率多次
调降，目前已降至低位。存款利率走低的同
时，理财收益率波动也进一步加大。

行情变动下，部分上市公司也选择阶段性
调降委托理财规模，将部分闲置资金用于公司
回购、扩大生产等方面。也有公司选择将闲置
资金调仓至国债逆回购等低风险产品。

展望未来，大多机构对理财市场规模回
升仍持乐观态度。中信建投证券大金融研究
组组长、银行业首席分析师马鲲鹏认为，2024
年，银行理财规模有望实现10%左右的增长，
预计余额将达31万亿～32万亿元。理财业
绩比较基准下行空间在缩窄，将逐步企稳回
升，这也将助力规模增长。

业内相关人士称，一般预案多代表的
仅是基于目前时点的判断，会根据公司的
实际经营情况、理财市场的变化，灵活调整
投资的理财产品金额。如果市场相对稳
定，收益率不断上行，公司可以临时公告

“加仓”。反之，如市场不好，则上市公司也
不一定会按照预案中的上限投入这部分金
额。 据金融时报、证券日报、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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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中小银行存款利率上调

“现在我行3年定期利率上调为3.15%。”12月15日，浙江一名村镇银
行客户经理介绍。

今年以来，银行存款利率持续调整，存款利率迈入“2”时代，控制存款
利率、压降负债成本成为行业共识。但近日，部分村镇银行、农商行、城商
行却“逆势”上调存款利率，不少银行存款产品突破3%。

从年底到明年3月份，海口苏南村镇银行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
3.45%，5年期3.65%。而当前，山东潍坊银行5万元起存3年期、5年期定
存最高利率能达3.2%，1万元起存三年期、五年期利率也能达到3.1%。

业内专家表示，这是一种阶段性、临时性措施。部分中小银行上调存
款利率，主要原因是揽储能力有限，上调存款利率吸引储户，争取实现“开
门红”。

早在11月1日，广东鹤山珠江村镇银行便将整存整取1年期执行利
率从2.1%调整至2.25%，上调15个基点；广西兴安民兴村镇银行自11月
21日起，对6个月和1年期2款“县域专属定期”存款利率分别上调30个
基点和15个基点。

“地方银行负债能力相对较弱，竞争压力大，年底表现更加进取，同时
年初往往是信贷投放高峰期，提前备战能更好锁定全年收益。”光大银行
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

此外，不同银行调降存款利率的幅度和频次不一。专家认为，不排除
中小银行根据经济形势、存款成本、预期收益等因素动态调整利率水平，
对不同存款产品差异化定价的可能。“目前国内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
革，各家银行在满足自律机制前提下，根据区域存款市场供需情况，自身
经营状况合理调整存款利率。”周茂华表示。

2
中小银行存款利率走向分化

在净息差不断缩窄及“开门红”的双重压力下，中小银行的存款利率
走向分化，另有部分中小银行继续下调存款利率。

12月12日，北海农信社发布消息称将自12月15日起，调整人民币定
期存款整存整取2年、3年、5年期产品挂牌利率为2.4%、2.75%、2.8%，较
此前分别调降15BP、50BP、55BP，其他产品挂牌利率不变。

广安恒丰村镇银行也于近日发布公告，自12月15日起调整人民币存
款挂牌利率，整存整取2年、3年、5年
期个人定期存款利率分别为2.60%、
3.25%、3.35%，较此前分别调降5BP、
5BP、10BP。

“存款利率有升有降，反映国内存款
市场机制在起作用，属于正常现象。”周茂
华表示，但前提是国内存款市场保持正常竞
争秩序，各家银行存款利率调整要满足自律
组织要求及存款利率调整要与银行负债、净
息差等实际经营状况相一致。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稳中有降”，在这种背景下，预计下阶段随着
银行资金端成本压降，存款利率下降的可能性
较大。中小银行要根据自身资产负债情况，理
性拓展存款业务，既要保持存款适当增长，也要保持
负债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总体来看，专家认为，中小银行需要提升产品和服务的
竞争力，加快数字化转型；加快完善内部治理，提升内部管理水
平；充分发挥地缘优势，深耕区域市场、主责主业；提升经营水平，
更好满足区域市场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促进资产负债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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