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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重要一步 

—对近期存款利率自律上限改革的解读
＊
 

近期，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就存款利率自律上

限进行改革，此次改革从价格层面对存款市场进行管

理，弥补了商业银行试图通过“高息揽储”方式吸收

存款的制度漏洞。从宏观上看，此次改革沿袭了贷款

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思路，完善了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的

定价方式。从微观上看，短期内有助于降低银行负债

成本，更好规范市场竞争，但从长期看或将导致市场

竞争进一步分化。未来，从监管部门角度，继续采取

措施规范存款市场竞争，遵循“小步慢走”思路，稳

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从商业银行角度，一方

面积极完善负债管理体系，提高资金筹措和利用效

率，增强负债与资产期限和规模的匹配度。另一方

面，合理创新业务产品，增强客户体验，从核心渠道

入手提高负债稳定性。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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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重要一步 

——对近期存款利率自律上限改革的解读 

近期，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就存款利率自律上限进行改革，此次改革从价格层

面对存款市场进行管理，弥补了商业银行试图通过“高息揽储”方式吸收存款的制度

漏洞。从宏观上看，此次改革沿袭了贷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思路，完善了存款利率自

律上限的定价方式。从微观上看，短期内有助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更好规范市场竞

争，但从长期看或将导致市场竞争进一步分化。未来，从监管部门角度，继续采取措

施规范存款市场竞争，遵循“小步慢走”思路，稳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从商

业银行角度，一方面积极完善负债管理体系，提高资金筹措和利用效率，增强负债与

资产期限和规模的匹配度。另一方面，合理创新业务产品，增强客户体验，从核心渠

道入手提高负债稳定性。 

2021 年 6 月 1 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简称“利率自律机制”）召开会议，

通过了优化存款利率自律管理方案和《关于加强公开信息发布管理的自律倡议》，讨

论了境内美元贷款基准利率转换推荐协议文本。会议强调，要优化存款利率监管，加

强存款利率自律管理，推动金融机构自主合理定价。6 月 21 日，利率自律机制正式对

原有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的确定方式进行改革，将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由在存款基准利率

基础上乘以一定倍数确定改为加点确定，引发市场关注。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确定方式

的调整有助于优化存款期限结构，规范市场竞争，对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重

要意义。 

一、原有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确定方式已不能适应金融市场变化 

存款利率自律上限是规范银行竞争的重要手段。2015 年 10 月，人民银行正式放

开存款利率上限，不再对存款利率设置硬性的上限约束。考虑到此前金融市场出现的

“高息揽储”等非理性竞争行为，人民银行指导成立的利率自律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通过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定价行为进行自律管理，规范市场竞争，确保利率市场化改



 

 

2 

 2020年第 36期（总第 359期） 

革稳健推进，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便于推动下一步改革。 

以倍数方式确定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的方式较好规范了银行经营行为。为维护存款

利率定价合理性，防止无序定价，金融机构经过协商，将存款利率的上限确定为按照

存款基准利率的一定倍数形成，即规定了存款利率的“天花板”。在此范围内，金融

机构可根据存款性质、客户类型等与存款人商议确定实际的存款执行利率。一方面，

在制定存款利率上限的同时给予了金融机构相应的自主权，金融机构可以在上限范围

内自由确定存款实际执行利率。另一方面，设定存款利率“天花板”规范了金融市场

的经营秩序，防止个别银行通过“高息揽储”扰乱市场竞争，继而影响金融体系稳定。 

随着利率改革进程逐步推进，倍数方式确定存款利率上限的方式已不能适应金融

市场变化。一方面，以倍数确定存款利率上限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刚性”特征，最直

观的表现是通过倍数的方式确定短端和长端利率上限会造成利率期限结构的扭曲。例

如，在采用倍数定价的情况下，虽然倍数是固定的，但在基准稍有变化后，所确定的

上限会成倍发生变化，这会导致长短期利率上限之间存在天然“杠杆”，利率期限越

长，杠杆效应越大，结果是导致短端利率上限低估和长端利率上限高估，继而压低了

短期利率上限，抬高了长期利率上限1。由于倍数确定上限存在的问题，加之金融创新

层出不穷，部分金融机构利用规则漏洞，频频使用所谓创新的“存款产品”吸收长期

存款，形成自身的核心负债，其他银行则不得不被动提高存款利率稳定自身存款，这

导致市场出现了非理性竞争。且这种定价方式会带来“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存款

定价更多是由“坏银行”决定，这对金融市场的稳健发展是不利的。为消除这一影响，

在存款基准利率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存款利率上限的定价方式必须要进行调整。 

二、存款利率自律上限改革后银行存款利率呈现“短升长降”的特征 

存款利率自律上限定价改革调整沿袭了“差异化”思路。2015 年放开存款利率上

限时，考虑到不同类型银行体量上的区别，为体现差异化竞争关系，根据利率自律机

                                                                 

1 假设 6 个月存款基准利率为 1%，1 年为 2%，3 年为 4%，若倍数为 1.5，最终三个期限的存款利

率上限为 1.5%、3%、6%。可以发现，期限越长，杠杆效应越大，存款利率上限形成的利率曲线

越陡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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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安排，在“基准利率*倍数”的定价方式下，大型银行相对基准利率浮动上限为

30%，中小型银行的浮动上限为 40%，对于优质客户可以上浮 50%，即倍数关系确定为

1.3 和 1.4 倍。此次改革后，存款利率自律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基点”，在调整定

价方式的同时，“基点”的确定沿袭了差异化定价的思路，不同类型银行加点上限也

存在一定区别。根据部分地区已经公开的数据，大型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定期存款、

大额存单加点上限分别为 10BP、50BP 和 60BP。除大型商业银行外，其余商业银行的

加点上限分别为 20BP、75BP和 80BP（表 1）。: 

表 1：此次改革沿袭了差异化定价的思路 

 改革前 改革后 

大型银行 存款基准利率*1.3 
活期存款利率上限=基准利率+10BP 

定期存款利率上限=基准利率+50BP 

其他银行 存款基准利率*1.4 
活期存款利率上限=基准利率+20BP 

定期存款利率上限=基准利率+75BP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存款利率自律上限改革后，利率上限整体呈现“短升长降”特征。根据测算，对

于大型商业银行，活期存款利率上限改革后基本不变，1 年期以内定期存款利率上限

有所上升，1年期以上存款利率上限则出现下降（表 2）。针对大型商业银行之外的银

行，在新的上限确定模式下，活期存款与 1 年期以内的存款利率上限出现上升，1 年

期以上的存款利率上限出现下降（表 3）。整体看，在改革后，1年以内的短端存款自

然利率上限有所上升，1 年期以上长端利率自然上限则有所下降，呈现出“短升长降”

的特征，两端利率水平逐步向中间位置回归，存款利率曲线趋于平滑，期限结构扭曲

的现象明显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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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大型银行改革前后不同期限存款利率上限情况（%） 

  改革前 改革后  

存款期限 基准利率 
利率上限 

（1.3倍） 

利率上限 

（加基点） 
变化 

活期存款 0.35 0.46 0.45 -0.01 

3个月 1.1 1.43 1.6 0.17 

6个月 1.3 1.69 1.8 0.11 

1年 1.5 1.95 2 0.05 

2年 2.1 2.73 2.6 -0.13 

3年 2.75 3.58 3.25 -0.33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研究院 

表 3：其他银行改革前后不同期限存款利率上限情况（%） 

  改革前 改革后  

存款期限 基准利率 
利率上限 

（1.4倍） 

利率上限 

（加基点） 
变化 

活期存款 0.35 0.49 0.55 0.06 

3个月 1.1 1.54 1.85 0.31 

6个月 1.3 1.82 2.05 0.23 

1年 1.5 2.1 2.25 0.15 

2年 2.1 2.94 2.85 -0.09 

3年 2.75 3.85 3.5 -0.35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研究院 

三、存款利率自律上限改革的意义 

一是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长视角看，存款利率自律上限改革将更好与贷款利率改

革相匹配，体现了“小步慢走”的改革思路。从微观上看，存款利率自律上限改革目

的在于规范银行竞争。从宏观上看，尤其是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角度，此次改革

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2019 年 8 月，我国完成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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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定价方式确定为 LPR 加点，不仅改革了报价基准，也改革了定价方式（此前贷款市

场利率多为以贷款基准利率一定倍数形成），贷款基准利率则逐步淡出使用。考虑到

存款市场的特殊性，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则略有滞后，此次改革将存款利率自律上

限从“基准利率×倍数”改为“基准利率+基点”，从形式上看与 LPR的形成机制进行

了靠拢，这与 LPR的改革思路一脉相承，属于“小步慢走”的渐进式改革思路。 

二是从短期看有助于规范商业银行负债竞争，优化存款利率期限结构，降低负债

成本。近年来，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美经贸摩擦以及新冠疫情冲击等多种因素影

响下，我国不断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积极鼓励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让利，贷款利率

整体维持下降态势。2020 年，通过 LPR 引导贷款利率下降，金融机构大约让利 5900

亿元。当前，贷款利率已降低至历史低位，部分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面临较大经营

压力，必须要从银行负债端入手为商业银行减负，助力商业银行形成健康的资本积累

能力，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宏观上看，商业银行是资产创造负债，贷款创造存款。考

虑到存款是银行负债的核心，如果微观上存在过度的存款竞争现象，其结果只会带来

价格上涨，而无法形成资产端的总量扩张。近年来，监管部门加大了对银行负债，尤

其是存款市场乱象的整治力度，包括 2020 年压降结构性存款、2021 年整治互联网存

款和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等（表 4）。此次存款利率自律上限改革沿袭了以往思路，

一方面有助于规范银行存款市场竞争，消除制度短板，进一步打击各类非理性的存款

竞争行为。另一方面，“短升长降”的利率走势有助于优化商业银行存款利率期限结

构，尤其是长期利率上限降幅较大，这将助力商业银行降低负债成本。截至 2020 年

末，大型商业银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中长期存款占比分别为 18.68%、

18.54%、22.70%和 38.81%，中长期贷款占比较高的城商行和农商行或将受益较大。根

据市场多家机构对上市银行 2020年的数据测算，在调整上限后，经过加权计算，此次

改革会使上市银行综合负债成本下降约 5bp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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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近年来监管部门不断加大对存款市场各类乱象的整治力度 

时间 监管机构 政策 

2019 年 10月 银保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业务的通知》 

2020 年 3月 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 

2021 年 1月 银保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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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月 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召开加强存款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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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月 银保监会 《商业银行负责质量管理办法》 

2021 年 6月 人民银行 
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决定对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确定

方式进行改革 

资料来源：根据监管部门公开资料整理 

三是从长远看，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影响会产生分化，中小银行揽储能力或将

受到一定影响。近年来，随着监管部门集中对存款市场进行整治，“高息揽储”现象

明显缓解。2020年，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被压降了三分之二，中小银行骤降 2.33

万亿元，大型银行下降 8200 亿元。受此影响，2020 年中小银行存款增速为 11.43%，

下降了 0.53 个百分点（图 1）。大型银行存款增速为 8.89%，上升了 2.27 个百分点

（图 2）。监管部门对存款市场的整治显著降低了中小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导致存

款向大型银行回流，因此，中小银行积极通过向央行借款、发行金融债券等方式补充

流动性，2020 年二者同比增速分别为 45.5%和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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