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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记者在省城走访
多家银行网点发现，无论是工
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还是中
信、民生这样的股份制银行，都
将一年期的存款利率调整为了
3%，也就是比基准利率上浮
20%，和齐鲁银行、青岛银行这
样的城商行看齐了。在对省城
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的不完全
统计中，唯独邮储银行实现了
一浮到顶的3.25%。

在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
监管层透露出存款利率上限可
能今年就会放开，但为何各家
银行的利率反而越发趋同了
呢？“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
越来越高，信贷利率也会出现
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业内人

士认为，目前银行业务的差异
化程度并不高，因此银行之间
需要相互比较和观望其他银行
的利率水平，同时还要根据本
行资金紧张程度、贷款利率的
定价能力等来调整挂牌存款利
率。而这种动态调整，也让存款
利率趋于相同。

不过也有消息指出，在悄
然回调的背后，还有央行类似
“窗口指导”的行为：在央行

公布新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后，
多地央行分支机构开始斡旋，
通过劝告和建议，希望银行达
成一致，避免恶性竞争，不要盲
目一浮到顶。

作为一种劝谕式监管手
段，窗口指导被视为一种温和

的、非强制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尽管目前尚未有银行相关人士
明确表示接受了央行的“窗口
指导”，但在上市银行中唯一将
利率上浮到顶的南京银行却表
示“在考虑央行希望商业银行
可以有弹性、循序渐进地进行
利率市场化的意见下，可能会
考虑其意见，对存款上浮比例
进行调整。”

窗口指导的说法是否有悖
扩大利率浮动区间的初衷呢？
其实央行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
同时，还不断调低基准利率，以
求带动各类市场利率和企业融
资成本继续下行。如果各家银
行纷纷将利率上浮到顶，那降
息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了。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
的金融市场并不发达，金融产
品创新较少，管制也较为严
格。利率管制不但使银行业产
生了危机，还失去了对通货膨
胀的控制。受此影响，美国政
府决心推进全面的利率市场
化改革。1980年3月，美国国会
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
货币控制法》，决定分6年逐步
取消对定期存款利率的最高
限制，而后在1986年3月，美国
取消了自动转账服务存款账
户的利率上限，对于贷款利
率，除住宅贷款、汽车贷款等
极少数例外，也一律不加限
制，至此，利率市场化得以全
面实现。

业界认为，美国利率市场
化改革的成功离不开银行监
管的改革及存款保险制度的
完善，同时，美国解决储贷危
机的历史也在说明，信用风险
引爆和市场繁荣并非不能并
存。国信证券分析师郦彬认
为，仿效美国的经验,避免无序
去杠杆的出现是当前中国金
融环境下可供参考的一个路
径。

美国进程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经
济由高增长转向低速稳定增
长，利率管制和分工限制导致
银行经营状况恶化，随后，日
本爆发恶性通货膨胀，种种压
力下，利率市场化势在必行。

1977年，日本启动利率市
场化改革，从国债利率市场化
开始，随后经历了银行拆借利
率弹性化、大额定期存款利率
放松、小额定期存款利率放
松、贷款利率完全市场化和存
款利率完全市场化的过程，到
1994年，日本放开全部利率限
制。

从耗时来讲，相比美国，
日本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堪称
漫长。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和
货币当局对利率市场化的态
度始终较为谨慎。最终，利率
市场化经历了四个阶段共计17

年才得以完成。
而在改革的每个阶段中，

日本较为重视保护中小金融
机构。有分析师认为，日本原
有的金融体系造就了大量的
中小金融机构，保护好中小金
融机构也就意味着保证整个
金融体系的稳定。

日本进程

利率市场化未必带来利率差异化

城商行回调利率 一浮到顶已鲜见

利利率率市市场场化化≠利利率率差差异异化化？？

经过百日之内的两次降
息，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
3%降到2 . 5%，但实际上各银
行都不同程度地选择在基准
利率基础上上浮，一些中小银
行更是在降息消息刚出台时
便宣布将存款利率一浮到顶。

然而一浮到顶的利率政
策没有执行多久便悄然发生
了改变。调息首日将利率一浮
到顶的浙商银行、渤海银行、
齐鲁银行、青岛银行等城商
行，在上周纷纷调整了存款利
率，将上浮区间从30%回调到
了20%。“刚降息的时候我来

银行咨询，一年期的存款利率
还是3 . 25%，但我上周去办存
款业务时，却发现又下调到
3%了。”银行频繁变化的执行
利率让不少客户都不太适应。

“降息之后我们的利率就
上浮到顶了，大约执行了10
天，上级分行便下通知将上浮
区间调整为基准的1 . 2倍，于
是这几天我们又忙着更新宣
传展板。”一位城商行的大堂
经理介绍，对于此次利率调
整，上级分行并没有解释原
因，但据她分析，一浮到顶带
来的付息资金压力可能是一

个主要原因。
利率上浮空间可扩大1 . 3

倍后，中小银行的第一反应便
是利用灵活的机制，快速调高
上浮区间。这样做的目的无疑
是以较高的利率来吸引储户，
然而实行起来就会发现，一浮
到顶带来的资金成本是难以
忽略的。“即使用较高的成本
把存款吸引来了，但资金只有
重新贷出去才能获取息差。可
是优质的企业信贷客户却是
有限的，为了保证运营利润，
只能调低存款利率了。”该大
堂经理这样分析。

降息两周后，存款利率先升后降

距3月1日央行降息只过去了两周时间，各家银行短兵相接的利率之战却一直没有停息。降息之后立即宣布
将存款利率一浮到顶的中小银行陆续回调存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款利率上浮幅度由30%下降为20%，利息也
由3 . 25%下降为3%。虽然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呼声虽然越发响亮，但银行的利率反而趋同了。

本报记者 张頔 实习生 邵群

新闻延伸

中国

利率市场化进程

1996年
放开银行间同业

拆借利率。

1998年9月
放开政策性金融

债 券 市 场 化 发 行 利
率。

1998年和1999年
两次扩大贷款利

率浮动幅度。

2000年9月
实行外汇利率管

理体制改革，放开了外
汇贷款的利率。

2002年初

在八个县农村信
用社进行了利率市场
化改革试点。

2004年
放开贷款利率上

限。

2012年
调整贷款利率浮

动下线。

2013年7月
放开贷款利率管

制。

利率市场化后信贷市场集中度可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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