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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存单利率持续走低

大额存单是一般性存款类产品，而非理
财等资产管理产品。与其他存款产品相比，
大额存单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利率较高，发
行利率以市场化方式确定，2015 年首批产品
平均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 40%；二是认购起
点金额较高，其中，个人投资者认购起点金
额起初不低于 30 万元，后降至 20 万元；三
是计息规则相对灵活，允许转让、提前支取
和赎回。大额存单有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
9 个月、1 年、18 个月、2 年、3 年和 5 年期
共 9 种。

大额存单一度颇受投资者青睐，成为存
款产品里的“高收益”代表，满足了有大额
资金长期闲置不用，但又不愿承担理财产品
投资风险人群的需求。

今年以来，大额存单利率持续走低。
据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与
2021 年 7 月相比，在 8 月新发大额存单中，
除 2 年期利率环比上涨 0.9 个基点，其他期限
平均利率均环比下跌。其中，3 个月、6 个月、
1年、3年、5年期平均利率分别环比下跌3 个
基点、2.8 个基点、1.1 个基点、0.1 个基点、
2.5 个基点。

做好中长期存款收益率下降准备

存款市场持续规范整治，是大额存单利
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此前，部分银行尤其是
中小银行，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合作销售存
款产品，这些互联网存款利率较高，有的甚
至突破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约定的最高
上限。人为抬高存款市场利率，迫使整个银

如何看待银行大额存单“降温”

曾被视为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重要抓手的大额存单，今年以来利率持续走低，
如何理性看待这种变化？

行业被动提高存款利率。存款利率上升意味着
银行负债成本增加，其放贷价格也必然提高，
即贷款利率难以下降。

对此，中国银保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
发布《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
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两个核心
问题：一是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
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二是商业
银行通过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存款业务，必须严
格执行存款计结息规则和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
制相关规定，自觉维护存款市场竞争秩序。

2021 年 6 月，为推动存款利率定价市场化，
存款利率确定方式也发生改变，由原来的“基
准利率 × 倍数”改为“基准利率 + 基点”，与
前者相比，后者更为精细，商业银行存款利率
自主定价的自由度和精准度进一步提高。此后，
多家商业银行适当下调 1 年期以上定期存款利
率，为降低中长期贷款利率腾出空间。

专家指出，在引导中长期存款利率下降，
降低银行负债成本的同时，还应约束中小银行
和大型银行分支机构对存款的不理性竞争行为，
更好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专家同时
建议，个人投资者应平衡好风险与收益关系，
做好中长期存款收益率下降的准备，根据个人
风险偏好，组合配置其他资产管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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