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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纪先生准备将建设银行的10万元存款由活期转为定期。他在建行手机银行上
试算后发现，如果将10万元存3年定期，年化利率为3.15％，3年后预计获得利息收
入9450元；但如果存5年定期，年化利率变成了2.75％，5年后预计获得利息收入1
3750元。

“一般不是存期越长，利率越高吗？”纪先生向《中国银行保险报》表达了疑问。

通常情况下，银行存款期限越长，相应的利率也会越高。不过近期，《中国银行保
险报》注意到，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大型银行的3年期、5年期定期存
款产品出现了利率“倒挂”现象。

1 为何“倒挂”？

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师刘银平向《中国银行保险报》指出，目前出现3年、5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倒挂”现象的主要是全国性银行，并且这样的现象已持续了一
段时间。

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显示，目前工行5000元起存的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最高可至3.15
％；50元起存的5年期定期存款最高利率为2.75％。

《中国银行保险报》查询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后发现，目前中行3年期定期存款最高
利率为3.15％，5年期定期存款最高利率则为2.75％。起存金额达到2万元以上，即
能触发3年期存款最高利率。

究其原因，刘银平认为，一方面，目前利率处在下行周期，部分银行不鼓励储户存
5年期存款，也不会为5年期存款承担更高的成本。另一方面，全国性银行的存款来
源相对稳定。相比之下，地方性银行存款来源不够稳定，揽储难度高于全国性银行
，3年期以内定存利率有上限约束，无法与全国性银行拉开差距，往往会设置较高
的5年期存款利率来吸引储户。

“3年期、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倒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银行对未来长期利率走
势的预判。”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梁斯向《中国银行保险报》指出，从整体形势
看，利率环境未来可能存在继续下行的可能，短期获取长期限负债的需求不大，这
降低了银行提高长期利率的动力。

另一方面，梁斯认为，3年期、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倒挂”也会鼓励民众缩短存款
期限，这既有助于降低银行负债成本，也能够对消费带来一定刺激作用。

根据人民银行在2015年10月24日最后一次更新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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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表，目前，3个月、半年、1年、2年、3年定期存款基准利率分别为1.1％、1.3％
、1.5％、2.1％、2.75％。自2014年11月22日起，人民银行不再公布金融机构人
民币5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

在存款实际利率制定方面，自2015年10月，人民银行放开对存款利率的行政性管
制，金融机构可在存款基准利率基础上自主确定存款实际执行利率。

2021年6月21日，存款利率自律上限确定方式进一步优化为在存款基准利率基础上
加上一定基点确定。

2022年4月，人民银行在《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披露，已指
导建立了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利率自律机制成员银行参考以10年期国债收益
率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率和以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代表的贷款市场利
率，合理调整存款利率水平。

2 下半年利率下行速度或放缓

无论是3年期还是5年期定期存款，今年上半年以来，较长期限的个人存款利率整体
处在下行通道。

4月25日以来，多家大型银行及股份制银行曾下调不同期限大额存单利率，下调幅
度普遍在10个基点。工行、中行、建行的2年期、3年期普通定期存款利率也下调了
10个基点。

与此同时，多家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上浮上限出现下调，其中既有国有大行，也有股
份行、中小银行。

接下来，这一趋势是否将延续至下半年？

刘银平表示，受监管和降成本双重影响，4月25日起银行定期存款利率整体下调。
其中，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率先下调，5月份以来，地方性银行跟随下调，本轮
利率调整已进入尾声。

“考虑到监管仍在引导市场利率下行，银行净息差仍在收窄之中，下半年定存利率
仍有一定下调空间，但由于银行揽储竞争激烈，所以存款利率降幅会收窄。”刘银
平称。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向《中国银行保险报》指出，在下半年推进复工复
产、经济持续复苏的背景下，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不大，通过下调金融市场

                                    2 / 3



智行理财网
2014银行年底揽储时间(2021年银行揽储)

利率以刺激经济的空间和需求也减弱了。

随着我国存款自律定价机制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存款基准利率不仅与贷款利
率相挂钩，也在跟随市场利率变动而变动。因此，曾刚认为，下半年存款利率维持
现状的可能性更大，也不排除出现上行的可能。

梁斯指出，今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下，为更好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流动性环境整体维持稳中偏宽，利率体系整体维持下行态势。当前
一揽子政策正处于落地生效阶段，如果疫情不再度反复，经济将呈现稳步复苏，预
计政策调控将重回稳健。

梁斯认为，为切实为企纾困，进一步做好稳增长工作，预计利率体系仍有继续下行
的可能，但速度将有所放缓。

本文源自中国银行保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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