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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央行提出加强存款管理，包括

约束利率、地方法人银行不得异地揽储、

整改不规范存款创新产品，每一项内容都

影响深远。存款利率定价具有较强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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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舱石”需长期保留。督促地方法人银

行回归服务当地的本源，倒逼地方银行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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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强化存款管理 不得开办异地存款 

近期，央行提出加强存款管理，包括约束利率、地方法人银行不得异地揽储、整改不规范存款

创新产品，每一项内容都影响深远。存款利率定价具有较强的外部性，而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整个利

率体系的“压舱石”需长期保留。督促地方法人银行回归服务当地的本源，倒逼地方银行坚定发展

定位、发力自营渠道。改善存款环境，防止恶性竞争，能够有效缓解银行负债成本。 

一、央行首次明确“不得以各种方式开办异地存款” 

地方银行回归本源、坚持本地经营一直是监管强调的方向。本次央行明确提出“地方法人银行

不得以各种方式开办异地存款”，意味着存款监管进一步收紧。过去几年，很多区域中小银行通过

第三方网络或自营APP等渠道，提供吸引力强劲的高息存款产品。此次各种高利率方式被限制，同

时跨区揽储也被明确禁止。 

目前，中小银行普遍使用可以在线上开立的II类户揽储，如果监管限制II类户承接定期存款，

那异地存款就没有操作通道，区域型银行揽储渠道只能回归辖区内的网点。不过，考虑中小银行资

产负债表经营压力，监管部门会给予充足调整期。 

近年来，银行存款监管持续趋严，主要包括规范结构性存款等“高息揽储”工具、取缔互联网

存款等，核心目标是缓解存款市场恶性竞争压力，为银行负债端“减负”，以进一步降低实体融资

成本。2021年1月，银保监会发布的互联网存款新规已明确禁止银行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定

期和定活两变存款业务，同时也提出地方银行自营的互联网存款业务，通过手机银行APP也要立足

于服务辖区用户。本次央行进一步督促地方法人银行回归服务当地的本源，不得以各种方式开办异

地存款。限制地方银行跨区域吸收存款，有利于避免不规范竞争，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促进

存款利率市场化。这也是倒逼地方银行坚定发展定位、发力自营渠道的重要手段。 

图表 1：近年来部分中小银行存款激增（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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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ind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禁止异地存款不涉及19家民营银行揽储，因为民营银行线下分支机构只能

设立1家网点，因此只能借助互联网渠道在全国范围吸收存款。同时，对于本身就定位互联网银行

的直销银行牌照，例如中信百信银行及正在设立中的招商拓扑银行，预计异地揽储也不会受限。从

这个角度而言，民营银行与直销银行牌照的竞争压力有一定缓解。 

二、保留存款基准利率是“压舱石” 

我国正处于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贷款利率基本完成市场化改制。银行的实际贷款定价围绕LPR

变动，而LPR由央行通过MLF及金融市场利率来牵引。但是，存款利率仍由央行通过自律机制管制，

因为存款市场竞争秩序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存款利率定价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所以，存

款基准利率作为“压舱石”将会长期保留。这就意味着各行存款产品年化利率只能在央行公布的存

款基准利率基础上的一定范围内上浮。 

目前，1年期、3年期的存款基准利率为1.50%、2.75%：对于金额20万以上的大额存单，自律机

制要求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及城商行、农商行的定价上限分别为基准上浮50%、52%、55%，意味

着1年期和3年期大额存单的最高利率是2.325%和4.2625%。由于发行大额存单要在央行备案，因此

相对标准化，中小银行通常“上浮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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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额普通存款，通常上限为基准利率上浮50%，所以部分中小银行的3年期普通存款利率能

达到4.125%，在互联网平台销售火热。此外，由于央行没有设置5年期的存款基准利率，因此市场

上部分中小银行的5年期存款利率高达4.875%。 

2020年，由于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央行政策利率下降、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

年末企业一般贷款利率下行至2015年以来最低点4.61%。2021年，考虑到疫情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仍然较大，国内经济修复基础还不牢固，金融还要对实体经济保持必要的支持力度，这就要求巩固

贷款实际利率水平下降成果，稳定银行存款成本。存款基准利率有助于维持存款市场的良性竞争，

防止非理性的“存款价格战”，长期保留存款基准利率是中国利率市场化分步走、渐进式改革的重

要体现。 

同时，在2020年疫情期间，由于银行贷款利率下行压力加大，市场曾一度预期央行会同步下调

存款基准利率，以缓和商业银行负债压力。为了与资产收益相匹配，银行会适当降低存款利率，通

过提高存款利率来“揽储”的动力随之下降。在LPR改革的推动下，市场利率与存款利率正在实现

“两轨合一轨”，银行贷款定价也基本企稳。 

图表 2：部分商业银行的部分大额存单产品概况 

 

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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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力整顿“创新”存款产品 

2020年以来，央行、银监会针对不规范的结构性存款，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提出自律倡议，

将结构性存款保底收益率纳入自律管理范围，并约定各银行停止新办并逐步压降存量不规范的存款

创新产品；银保监会对结构性存款的业务开办资质、监管细则、销售管理等作出规范，也提出了结

构性存款规模压降的要求。 

目前来看，结构性存款压降效果显著。截至2020年末，全国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的结构性存

款余额分别为2.59万亿元和3.85万亿元，已分别较2019年末压降了24%和38%。对于“定期存款提前

支取靠档计息产品”，不少银行已于2021年1月1日起下架该类产品，提前支取计息方式由靠档计息

调整为按照支取日活期存款挂牌利率计息。 

图表 3：近年结构性存款规模大幅压降 

 

来源：Wind 

2021年1月，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禁止采

取违规返利吸存、通过第三方中介吸存、延迟支付吸存、以贷转存吸存、提前支取靠档计息等违规

手段吸收和虚增存款。以上举措意在维护存款市场秩序、稳定存款利率水平，从而稳定银行负债端

成本、巩固贷款利率下降成果、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对于商业银行存款业务，创新要在审慎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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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前提下进行。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对于地方银行来说，集结本地资源优势、金融服务下沉基

层客户、创新合规的存款产品、发力自营渠道建设是其生存之道。 

四、改善存款竞争环境 缓解银行负债成本 

本次央行提出约束利率、地方法人银行不得异地揽储、整改不规范存款创新产品，每一项内容

的落实工作都影响深远。目前，商业银行利差压力较重，因为贷款及投资收益率不断下行，但负债

结构中占比最高的存款，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成本下行困难。只有存款成本压力减轻，商业银行的

利差压力才能真正缓解。 

本次央行对存款的监管明确利好头部银行，监管层加强了对高成本负债的管理，包括银行理财、

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互联网智能存款等。从全局角度，商业银行的负债困境开始改善，高定价

的理财储蓄产品越来越少，客户覆盖度更广、品牌效应更强的银行将明显受益，尤其利好国有大型

银行。但对于中小银行，互联网“高息揽储”受限制后，吸收存款的能力再次面临挑战，未来在资

产端和负债端的压力都会更大。从商业银行经营角度，本轮利率下行已经结束，新发放贷款利率基

本企稳，2021年贷款利率拐点基本可以确立。存款环境改善后，银行在资产与负债两端都会迎来利

好，净息差拐点的确定性就更高、回升幅度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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