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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银行下调两类存款利率

投资者多元化配置大势所趋

●本报记者 张佳琳 陈露

5月15日， 多家银行下调协定存

款及通知存款利率。 中国证券报记者

实地走访多家银行营业网点了解到，

在两类存款利率下调之后， 理财和保

险类产品成为银行客户经理重点推荐

的产品。

业内人士认为， 在存款利率下调

的背景下，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理财时，

要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的

流动性需求，进行多元化资产配置。

多家银行加入降息行列

“5月15日起，我行10万元以上的

1天通知存款利率由 1.2%下调至

0.9%，7天通知存款利率由1.75%下调

至1.45%。 5月15日前存入，不受影响，

按原利率计息。 ” 5月15日，工商银行

北京地区某支行客户经理告诉记者。

近日有关部门下发通知， 自5月

15日起， 要求各银行控制通知存款、

协定存款利率加点上限。其中，国有大

行加点上限不能超过10个基点，其他

金融机构不能超过20个基点。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北京地区银

行网点时发现，除工商银行外，建设银

行、 农业银行已将1天、7天通知存款

利率下调至0.9%、1.45%。中国银行北

京呼家楼支行的客户经理则表示，该

行1天和7天通知存款利率仍是1.2%

和1.75%，尚未接到调整通知。

除国有银行外，郑州银行、桂林银

行等城商行也纷纷于5月15日下调通

知存款的执行利率。 巨丰投顾高级投

资顾问谢后勤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对于银行而言， 由于贷款利率没有

调整，而支付给储户的利息降低，可以

降低银行的存款成本，增厚利润。 ”

除此之外，多家银行的协定存款利

率也于5月15日有所调整。比如，桂林银

行网站公告显示，该行的单位协定存款

利率下调55个基点，调整前执行利率为

1.90%，调整后执行利率为1.35%，该调

整于2023年5月15日开始执行。

理财和保险产品获青睐

“此次通知存款利率下调影响的

主要是短期存款储户。 ” 工商银行北

京长椿街支行某客户经理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 客户要么出于保本保息考

量，继续选择存款产品；要么会考虑收

益率可能更高的理财产品。 “理财产

品存在净值波动， 我们会建议客户谨

慎考虑。 ” 该客户经理强调。

农业银行北京地区某支行的客户

经理建议：“要是手里有通知存款产

品，快到期的话不用更换产品；要是刚

存没多久， 建议改为理财产品或保险

产品。理财产品的收益可能会高一些，

但相对来说也有风险。 保险产品能够

锁定长期利率，进行复利，但需要拉长

投资期限。 ”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北京地区银

行网点时发现， 近期银行客户经理重

点营销的目标已转向理财类和保险类

产品。 南京银行北京丰台区某支行客

户经理介绍， 当前该行热销的产品是

一款中低风险理财产品， 该产品近三

个月以来的年化收益率为5.39%。

专家建议多元配置资产

多家银行下调存款利率的公告

中， 均提到 “为推动存款利率市场

化” 。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长期来看，

存款利率下降是大势所趋。 围绕近期

多家银行下调存款利率话题， 某城商

行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将时

刻关注市场情况，及时调整定价策略，

力争量价相对平衡。

在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

分析师董琦看来，存款高增且利率高企

下，银行负债端成本带来的压力持续增

加。 中小银行通过通知存款、协定存款

以及其他“高息揽储” 行为，对其他银

行的经营行为产生扰动，因此压降存款

成本、规范吸储行为属于大势所趋。

“存款利率下降的背景下， 加上

近期理财产品的净值波动减小， 理财

产品的收益优势逐渐凸显。 在投资者

风险偏好较低的背景下， 如果追求较

高收益， 那么固收类理财产品仍然是

个不错的选择。 ”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

验室主任曾刚表示。

平衡好风险与收益的关系是多位

专家建议的投资策略。 若希望获得较

高收益，那么必须承受较高风险。华夏

理财人士表示， 银行理财产品为投资

者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选择， 也具有

相对稳健、灵活的特点，但同时需要投

资者具备一定风险承受能力。 如果想

在追求稳定性的同时， 进一步提高收

益空间， 可以适当理性选择不同产品

进行组合配置。

除理财产品外， 也有专家推荐黄

金、货币基金、国债等投资产品。 “全

球资本都在寻求新的避风港， 人民币

资产将会成为全球资本主要的避险选

项之一。 当前黄金已成为部分资金青

睐的避险品种，可以适当关注。 ” 谢后

勤表示。

高股息资产魅力渐显

险资有望加仓

●本报记者 黄一灵 薛瑾

险资大手笔购买银行股又见新

进展。

日前， 太平人寿耗资逾30亿元

牵头竞得浙商银行6.33%股份。 中国

证券报记者注意到，一直以来，高股

息、高分红的银行股都是险资投资组

合中的压舱石。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

经济或延续温和复苏态势，在实施新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背景下，高股息

权益资产有望得到险资进一步青睐。

太平人寿牵头竞得浙商银行股份

5月14日晚，浙商银行公告称，旅

行者汽车集团持有的13.47亿股浙商

银行股份（占总股本的6.33%）由太平

人寿牵头竞得，成交价30.06亿元。 若

本次拍卖股份最终过户完成， 旅行者

汽车集团将不再持有浙商银行股份。

浙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表示，太平人寿作为著名险资和

中央金融企业，此次牵头投资入股浙

商银行，对改善公司治理和后续资本

补充起到了积极作用。

太平人寿此前还在二级市场举

牌银行股。 2022年末，该公司通过二

级市场增持并举牌工商银行H股。

一直以来， 银行股都是险资长期

青睐的重仓股。 尤其是国有银行以及

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例如，截至今年一

季度末，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

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等屡屡成为险

资重仓股。分析人士称，银行股的股息

率高而估值低， 投资银行股能够带来

稳定的分红收益， 并且能从稳定的业

绩增长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

险资成银行股大买家

今年以来， 银行股股价有所上

涨。 截至5月15日收盘，Wind银行指

数今年以来的累计涨幅为5.98%。 今

年以来，中信银行、中国银行、重庆银

行、长沙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等

累计涨幅均超20%。

广发证券表示，本轮银行股行情

是一轮资产价值的重估，“经济复

苏、 基本面向好会带动股价上涨，但

本轮行情更重要的是资金推动的价

值重估” 。

国盛证券分析师马婷婷分析，银

行股股价持续上涨， 主要是险资、北

向资金“买买买” 。“截至一季度末，

低估值国有银行如中信银行、交通银

行、中国银行等股价表现较好，从资

金动向来看，三大类机构持仓占其流

通股的比例并没有太大变化。结构来

看， 公募基金持仓比例小幅下降、北

向资金则小幅提升；结合国有大行具

有低估值、高分红的属性，或符合部

分险资的投资思路。 ”

高股息品种成香饽饽

从今年1月1日起， 上市保险公

司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保险合

同准则。

业内人士认为，在新金融工具会

计准则下，险资将更加倾向高股息资

产，以减少利润波动，稳定当期损益。

中大型保险机构股票投资将更加倾

向于对市场趋势和窗口的把握，进行

定向调仓，一些股息率、分红情况较

好的标的，险资持有周期将更长。

今年以来，多家险企透露，在权益

投资的标的上， 会重点加配高股息股

票。 高股息标的成为险资加仓的重点

对象之一。如中国人寿管理层表示，今

年将通过加配高股息股票提升整体收

益，降低波动性，增加安全垫。 新华保

险方面也表示， 将重点考虑投资高股

息的权益类资产， 更加积极主动去进

行配置。太保资产总经理余荣权称，权

益投资方面， 今年重点考虑波动性和

长期收益性的平衡。 其中一个方向是

增配高股息、业绩稳定的行业龙头，通

过长期持有获得较高的股息收益和稳

定的业绩增长带来的回报。

广发证券认为，预计今年经济或

将延续温和复苏态势。保险今年增量

资金规模较大，高股息资产有望获得

不断买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