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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成本上升态势有望缓解 

 

2023年，在经历三轮存款利率下调的背景下，商业银行

存款成本却仍然呈现升高态势。财报数据显示，国有大行、

股份行的存款成本在2023年普遍上升，其中多家头部机构平

均存款成本率上升10个基点以上。分析显示，这主要是存款

结构变化的结果，主要体现在存款定期化、长期化，以及企

业存款成本居高不下等方面。此外，手工贴息等高息揽存行

为进一步加剧，也推动了存款成本的上涨，并形成隐形成本。

2024年，特别是4月份以来，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新规

为标志，存款监管进一步趋严，“着力稳定银行负债成本”

成为监管和业界的重点工作之一。未来，预计存款竞争和成

本上涨态势有望得到缓解，但刚性特征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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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成本上升态势有望缓解 

2023年，在经历三轮存款利率下调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存款成本却仍然呈现升高态势。财报数

据显示，国有大行、股份行的存款成本在2023年普遍上升，其中多家头部机构平均存款成本率上升

10个基点以上。分析显示，这主要是存款结构变化的结果，主要体现在存款定期化、长期化，以及

企业存款成本居高不下等方面。此外，手工贴息等高息揽存行为进一步加剧，也推动了存款成本的

上涨，并形成隐形成本。2024年，特别是4月份以来，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新规为标志，存款

监管进一步趋严，“着力稳定银行负债成本”成为监管和业界的重点工作之一。未来，预计存款竞

争和成本上涨态势有望得到缓解，但刚性特征仍然存在。 

一、2023 年银行存款成本总体上升 

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上市银行存款成本呈现小幅上升态势，在全年经历三轮存款利率下调的

背景下，银行存款成本刚性特征仍然较为突出。六大行中，除邮储银行外，其他五家的存款成本均

同比上升。其中，中国银行的存款成本从1.65%上升至2.09%，增加了44个基点。此外，工商银行、

交通银行的存款成本均增加了14个基点。九家上市股份制银行中，七家存款成本同比上升，仅兴业

银行和浙商银行下降。其中，招商银行存款成本从1.52%上升至1.62%，增加了10个基点，平安银行

从2.09%上升至2.20%，增加了11个基点。 

图表 1：六大行存款成本变化 图表 2：股份行存款成本变化 

  

来源：银行年报，新华财经 

据测算，2023年，A股41家上市银行（紫金银行除外，未披露存款成本数据）平均存款成本为

2.18%，与2022年相比小幅增加了1个基点。其中，六大行平均存款成本从2022年的1.77%上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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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增加了13个基点，股份行平均存款成本从2022年的2.10%上升至2.14%，增加了4个基点。六

大行和股份行之外，上市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存款成本多数在2023年呈下降状态，不过考虑到城商行

和农商行的上市数量偏少，代表性有限。 

图表 3：上市银行存款平均成本变化 

 

来源：银行年报，新华财经 

二、存款定期化、企业端成本高是主要原因 

存款利率下调，但成本上升的现象，主要是存款结构变化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存款定期化、长期化；二是企业存款成本居高不下。 

存款定期化趋势增强，2023年上市银行新增存款中几乎全部来自定期。对于银行而言，成本最

低的负债是零售活期存款,其次是公司活期存款，因此活期存款占比高，尤其是零售活期存款占比

高的银行拥有很大的成本优势。近年来，随着居民储蓄意愿增加，银行存款中定期存款的占比持续

提高，呈现存款定期化趋势，给银行的负债成本管控带来挑战。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42家上市

银行存款总额共计190.55万亿元，其中定期存款110.47万亿元，占存款总额的比重为57.97%，较2022

年提高了4.32个百分点，而2022年定期存款占比较2021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表明存款定期化的趋

势在2023年有所强化。从新增存款来看，2023年，42家上市银行新增存款18.37万亿元，其中的98%

都是来自定期存款的新增，活期存款仅新增2998.28亿元，占比不到2%，而2022年还有19%的新增存

款来自活期。相应地，近年来，上市银行活期存款的占比呈现持续下降态势，2023年已经降至40%

以下。其中，零售活期存款占比在2023年降至16.47%，企业活期存款占比降至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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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上市银行定期、活期存款占比 图表 5：上市银行新增存款定期、活期占比 

  

来源：银行年报，新华财经 

存款定期化之外，企业存款成本居高不下，也是银行存款成本刚性的主要原因。从账面数据来

看，2023年上市银行零售存款成本整体有所回落，但企业存款平均成本上升压力较大。2021年至2023

年，大多数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企业存款平均成本率呈上升态势，未出现零售存款成本率趋于

下降的态势。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为例，三家银行2023年企业存款平均成本为1.85%、

1.73%、1.93%，较2022年分别上升了20BP、7BP、27BP，较2021年上升了36BP、22BP、46BP。而同

期，三家银行的零售存款成本率均是下降的。 

图表 6：部分上市银行企业存款平均成本变化 

 

来源：银行年报，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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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企业存款增长乏力，各家银行对企业存款的竞争加剧，特别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等不少银行的企业活期存款规模在2023年出现净减少，银行对企业活期存款的竞争更激

烈。从数据来看，企业存款成本抬高也主要来自企业活期存款明显上升。 

在这样的局面下，银行高息揽存（手工贴息或者以利息之外的费用补贴形式）行为进一步加剧，

推动了存款成本的上涨，并形成隐形成本。2023年5月，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下调了协定存款、

通知存款以及大额存单的利率浮动上限，但实际上仍存在以“手工补息”方式给予“超自律上限”

利率的现象。根据开源证券测算，上市银行涉及“手工补息”的存款合计约为20万亿元，占对公存

款的23%，占存款的11%。 

三、未来存款成本上涨有望缓解 

营收承压制约存款成本上升空间。2023年，银行业普遍营收承压，在净息差收窄压力下，作为

主要收入来源的利息净收入表现不佳，数据显示商业银行平均净息差已降至1.69%的历史低位，低

于监管合意水平。因此，银行有动力主动优化负债结构，如通过合理压降大额存单等定期存款产品，

管控负债成本。在2023年业绩发布会上，多家银行管理层透露，压降高付息产品成为工作重点之一。

今年4月份以来，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银行停售中长期限大额存单，平安银行、渤海银行、广发

银行等多家银行通知存款产品亦迎来调整，此外不少中小银行存款挂牌利率迎来下调。 

更加严厉的监管有助于降低银行存款成本。2024年4月8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发布新规，

要求即日起，银行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客户承诺或支付突破存款利率授权上限的补息。同时，新规对

存款实施更为精细的监管，“手工补息”行为被纳入EPA监测范围。5月10日，央行发布了《2024

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也明确提到：“落实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防范高

息揽储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着力稳定银行负债成本。”根据开源证券估算，若取消“手工补

息”，上市银行对公活期存款成本率可减少22BP，总存款成本率可减少5BP。总体来看，日益强化

的监管措施，有助于减缓银行的存款竞争态势。 

不过，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款仍会呈现成本刚性的特征。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居民超额储蓄

倾向短期内难以扭转。在整体需求不足、预期和信心仍偏弱的大环境下，居民消费需求的释放仍受

到制约，使得储蓄意愿维持高位。另一方面，企业经营投资活跃度偏弱，资金活化程度仍然不足。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M1增速同比下降1.4%，较上月末大幅下行2.5个百分点，M2-M1“剪刀差”

进一步扩大至8.6个百分点，这样的数据表现，除了与监管部门整顿“手工补息”、存款分流至理

财和债券市场有关，也显示了企业资金活化程度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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