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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商业银行纷纷下调大额存单和普通定期存款利率，中长期定期存款普遍下
调0.1个百分点，农商行、村镇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也纷纷加入利率下调行列。

与此同时，一季报显示，目前发布一季度负债成本情况的银行中，大多面临存款成
本率上升的压力。

有分析人士指出，存款是银行负债的最主要来源，长期存款利率下调，对降低银行
特别是中小银行负债成本有推动作用，但实际效果可能不会特别大，还需要后续更
多支持政策的落地，帮助银行压降负债成本。

中长期定存利率密集下调

4月25日以来，各家银行中长期大额存款及普通定期存款的产品利率密集下调。

银行官网公告显示，此轮利率下调主要集中于2年、3年、5年的中长期定期存款和
大额存单产品，下调幅度多在0.05%～0.15%区间，其中普通中长期定期存款普遍
下调0.1%。以3年期普通定期存款为例，国有大行3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下调
至3.15%。

继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后，4月27日以来，农商银行、村镇银行也纷纷发布调整
公告，下调定期存款利率。文水润都村镇银行公告显示，整存整取1年、2年、3年
和5年定期存款利率，分别下调至2.05%、2.65%、3.25%和3.9%。寿阳汇都村镇
银行也宣布，对存款利率定价管理模式、利率执行上限进行调整，所有存款利率下
调0.1%。

某股份银行零售业务人士透露，此轮存款利率下调主要是受政策影响，近日召开的
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明确，鼓励中小银行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下调10BP左右。不过
，下调的利率主要针对中长期存款产品和大额存单，1年期以下的短期定期存款和
活期存款基本没有影响。

某银行业务人士分析认为，下调存款利率浮动上限，意在降低中小银行存款负债成
本。近年来，银行负债成本压力持续上升，不仅加大了商业银行息差管控压力，也
抑制了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发挥空间。

中信证券分析认为，从2021年三季度银行负债结构来看，银行吸收存款占比最大。
其中国有银行吸收存款比重最高，达到84%；农商行吸收存款比重次之，达到76.6
8%；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吸收存款占比相近，大约为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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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存款规模，各家银行在吸储方面的竞争加剧，尤其吸储能力弱的中小地方
银行，不断推出高息揽储产品吸引客户储蓄资金。如某民营银行此前推出的1天结
息、灵活存取产品，名义年化利率0.45%，但加上3%的积分奖励，年化利率近3.5
%。

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利率的不断下行和居民储蓄习惯的改变，居民越来越倾向将部
分储蓄资金转入银行理财、基金等金融产品。

招商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表示，现在越来越少居民愿意在银行做活期存款
，存款大多定期化，在定期利率优势不明显的情况下，居民更愿意购买货币基金、
银行理财等产品。“但长期定期存款成本比活期存款高很多，加之同业竞争越来越
激烈，使得银行负债成本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地方银行在吸储能力方面弱于大行
。比如农商银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大量农商行客户资金被手机银行、互联
网平台等渠道吸收，使得农商银行存款吸收更难。”廖志明如是表示。

各种因素影响，加剧了银行负债成本压降难度。在廖志明看来，这两年监管积极推
出各种举措帮助银行降低负债成本，从整体行业来看，大行负债成本小幅下行，不
过中小银行负债成本压力依然较大。

中信证券研究指出，从测算结果来看，银行负债成本下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考虑
到自2017年到2022年2月，银行稳定性存款占比一路下行，从36%下降至32%，银
行负债管理压力仍存。

存款利率成银行降成本焦点

2021年以来，监管部门相关政策相继落地，商业银行存款成本出现下行趋势。不过
，2022年年初以来，银行负债成本上升压力再度加剧，引发市场、监管的多方面关
注。

截至4月28日，15家上市银行发布2022年一季度财务数据，其中部分银行披露负债
成本及存款成本率情况。整体来看，存款规模增长提速的同时，银行存款成本也有
不同程度的上升。

中信证券研报指出，今年经济工作的核心是稳增长，要达成既定目标需要银行发挥
给实体经济输血的重任。若银行负债端成本继续上行，经济增长压力势必会有所增
加，有必要适时出台相关政策，缓解银行负债端压力，继续压降银行负债端成本。

近期，监管部门接连出台多项政策，推动商业银行负债成本压降。例如，央行宣布
4月2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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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5%的农商行，在0.25
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再额外多降0.25个百分点（包括苏州、青岛、郑州、西安、兰
州银行5家上市城商行，以及所有上市农商行）。同期，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也
召开会议，鼓励部分中小银行存款利率浮动上限下调10个基点（BP）左右。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存款是银行负债的最主要来源。随着资管新规等
规定深入实施，同业负债持续压降，银行负债中存款占比进一步提高。在存款以基
准利率为定价基准的情况下，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可直接降低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
负债成本，进而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

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年初在新闻发布会上也强调，存款利率如果太高，贷款的利率就
很难降下来，企业融资成本也就很难降下来。所以，现在下了大力气，维护存款市
场的秩序，稳定银行负债成本，推动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西部证券分析指出，考虑到中小银行揽储能力相较于大型银行处于劣势地位，揽储
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因此鼓励降低存款利率的举措传递出较强的降成本信号。未来
银行降成本工作仍为重点，更多利好负债端成本压降的措施将陆续出台，从而将负
债端降成本成效引导至资产端的“让利”。

多位银行业务分析师也表示，监管鼓励降低存款利率，从目前执行情况来看，银行
大多下调了中长期存款产品利率，对负债成本压降有影响，但效果不会太大。要实
现银行负债成本下降，还需要监管部门持续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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