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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存款利率上限下调，进一步优化银行经营发展

2023 年 5 月 15 日，银行协定存款及通知存款自律上限开始下调，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从政策导向来看，此次利率调整响应了深化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2021 年 6 月，央行将商业银行存款利率

上限由原本的存款基准利率浮动倍数改为加点确定，被认为是引导存款市场有序竞争、

优化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的重要举措，从机制层面为后续存款利率的调降做好了铺垫。

进一步地，在 2022 年 4 月，央行指导利率自律机制建立了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

引导参与自律机制的成员商业银行综合参考债券市场利率和贷款市场利率确定存款利

率水平，促使存款利率调降更具“随行就市”的市场化特征。随后在 2022 年 9 月，国

有大行牵头下调存款挂牌利率，掀起了又一轮存款利率下调浪潮。2023 年 4 月，市场

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发布《合格审慎评估实施办法(2023 年修订版)》，在相关指标中引

入了存款定价惩罚措施，进一步推动部分股份行及城农商行下调存款利率。因此，鉴

于上述举措实施已有一段时间，为利率调整提供了扎实的制度基础。此次协定存款及

通知存款自律上限下调，既是对前期改革成果的映射，也是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响应存

款利率定价改革与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改革要求的重要表现，有助于进一步健全

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

第二，从调整内容来看，此次利率调整主要针对银行协定存款及通知存款，促成

了前期存款利率调整的闭环，对居民部门影响有限。本次调整要求四大国有银行协定

存款和通知存款自律上限下调幅度为 30BP，其它金融机构降幅为 50BP。此次调整后，

国有银行 1天和 7天期通知存款利率最高为 0.90%、1.45%，协定存款利率最高为 1.25%；

其他金融机构 1天和 7 天期通知存款利率最高为 1.00%、1.55%，协定存款利率最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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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这表明，继前期银行调整存款挂牌利率之后，银行通过再一次下调协定存款及

通知存款的上限，由个人存款业务延伸至对公存款业务，促成了存款利率体系调整的

闭环。从存款规模来看，近年来四大国有银行的单位通知存款占企业存款总规模比重

仅在 3%-4%水平，银行业协定存款占比也仅为 10%。同时，本次调降中协定存款更多是

围绕对公业务，通知存款则更多集中于短期存款，都是针对具有特定存取需求的客户，

面向的客户范围较为有限，因此不会像前期存款挂牌利率调整一样对居民部门存款产

生过多影响。

第三，从银行经营来看，此次利率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缓解银行息差压力，有助

于银行进一步优化负债端管理实现稳健发展。2022 年以来，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冲击影

响，银行存款付息率水平有所提高，净息差空间持续承压，给银行经营带来一定挑战。

此次利率上限调整，一方面可以减轻银行在对公存款业务领域的负债成本，降低利息

支付和经营压力，在一定程度逐渐修复前期承压的息差空间，拓展更多利润空间，从

而有利于增强银行内生资本补充能力，巩固银行向实体经济进行低成本信贷支持的动

力；另一方面，通过明确通知存款和协定存款的上限，可以在一定程度限制银行过度

高息揽储等非理性行为，进一步规范银行业存款定价秩序，减少存款定价的无序竞争，

通过降低相关风险保障金融稳定，营造可持续健康的存款展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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