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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从10.98%到1.35%

每 个 人 对 于 存 款 的 记
忆，似乎都刻有特殊的时代
烙印。

对于今年 54岁的黄亚而
言，存款曾经是她安全感和底
气的来源。她至今还清晰地记
得，刚开始参加工作没多久，
家里人就早早向她传授了存
款的神奇魔力。存进 100 元，
第二年本金和利息就变成110
元，再过一年变成122元。

在 1992 年 ~2000 年间，
每个月发了工资后，黄亚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工资中
的 100元存进银行，100元的
复利成为独属于她的“数字
游戏”。“无数”个 100 元累
积，到了 2000 年，她的本金
和利息已经接近 2 万元，刚
好成为她的小家庭第一套
房产的购房资金。

虽然 2000 年以后，存款
利率开始波动下行，但黄亚
对存款的依赖还在持续，并
成为她此后 20 多年的习惯。
她的存款期限也开始越来

越长，从 1年、2年到 5年。
与黄亚不同，上世纪 80

年代末出生的徐林对存款的
感觉更为复杂。从他记事起，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拿到
压岁钱后，爸妈带着他去银
行存钱。银行存折交给爸妈
保管，而每年的利息就是他
的零花钱。

但不久之后，虽然压岁
钱越存越多，这笔零花钱却
日渐“捉襟见肘”。在徐林的
印象中，8 岁时，他的零花钱
达到阶段性高峰 30 元后，9
岁突然“跌”到了 28 元。而随
后几年，他的零花钱一度下
降到个位数。

也许是幼年被存款伤害
的“痛苦”记忆，徐林工作后告
别了存款，开始信奉积极投
资。而立之年的他，仍有 30%
的资金配置在股市、基金等中
高风险投资上，剩余的是理
财、保险，存款占比仍然不高。

和他们相比，1996 年出
生的丁珊则对存款从嫌弃到

“真香”。有记忆以来，在旁人
的只言片语中，丁珊对存款

的印象就是“跑不赢通胀”
“贬值”等负面标签。在她早
前的认知中，最厉害的投资
是大城市的房产，周围最不
缺的就是在大城市买房后

“暴富”的案例。而最失败的
投资则是把钱“呆”放银行

“吃息”。
但进入工作以后，丁珊

对存款的印象慢慢转变，从
“真土”变成“真香”。

第一次意识到存款“真
香”是在 2022 年。当时，她工
作多年大部分的资金都放在
理财和基金中，在突如其来
的市场波动下，理财收益大
幅回撤。“反复研究理财产品，
折腾了一年，收益率不到 2%，
还不如大额存单。”丁珊说。

他们的经历是中国存款
利率变迁的缩影。

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
1990 年~1996 年期间，3 年期
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大多在
7%以上，1993 年 7 月达到阶
段性高峰 12.24%。2000 年开
始，3 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
利率基本降至 5%以下。2015
年 10 月，3 年期人民币存款
基准利率降为 2.75%。

最新一轮存款降息后，
国有大行 1 年期定存利率再
次下降 10个基点至 1.35%。以
此粗略计算，30 年间，1 年期
存款利率从 1994年的 10.98%
下降到 2024 年的 1.35%，“缩
水”超过963个基点。

理财方式的变化更迭

长期以来，存款成为中
国家庭财富中某种稳定的

“锚”，承担着资产配置中最

底层的支柱。但在不同的年
代 ，存 款 的 无 风 险 收 益 之
外，居民也在寻求更高的投
资理财收益。

黄亚回忆道，年轻时除
了 存 款 ，最 流 行 的 就 是 炒
股。在 2000 年后，黄亚和丈
夫开始托人将少部分资金
投入股市。“不过因为不懂
基本知识，怕亏钱，投得也不
多。”黄亚说。

80 后的徐林工作后发
现了更广阔的理财市场，各
种新产品层出不穷。他不断
转战股市、基金、理财等多个
战场。“无论是什么产品，收
益最高的阶段往往是‘人迹
罕至’的初期。”他说，积极理
解各类市场新出的投资方
式、评估风险并适时进入是
他的“致富之道”。

对于丁珊而言，在她毕
业后的两三年，徐林曾重仓
的那些赛道似乎都已经不香
了。她逐一盘点：基金收益波
动加大、股市下行、信托暴雷
不断，低风险理财也有净值
回撤风险。

今年“裸辞”后，丁珊曾
在某社交平台开设了一个账
号，记录自己每个月的存款
利息、投资收益，以此测试能
否就此“躺平”。“结论是远远
不够，即便是在惠州海边这
类便宜的地方租房旅居，也
还得贴钱。”丁珊计算，30 多
万元的理财、存款、基金，每
个月只有不到 1000 元的收
益。有一个月，她的股票持续
下 跌 ，本 金 1 万 元 损 失 近
1000，直接将理财积累的当
月收益蚕食殆尽。现在，她也
开始成为“存款特种兵”，在
全国各地寻找相对较高利息
的银行存钱。

存款利息是否还会降？

存款利率 30 年变迁的
背后也是利率市场化改革的
步步前行。

中泰证券固收首席分析

师肖雨在研报中分析了
我国存款利率市场化进
程的几个重要阶段。第一
个阶段是基准利率时代

（20世纪 90年代），存款利
率由央行发布的基准利
率决定，既无上浮也无下
调；第二个阶段是管住上
限 ，向 下 浮 动（2004 年 ~
2015 年），与贷款利率下
限管理同步实行了存款
利率上限管理；第三个阶
段是放开上限（2015 年~
2019年），2015年 10月，央
行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
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
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
第四个阶段是自律管理+
市 场 化 推 进（2019 年 至
今）。2022 年 4 月，央行指
导利率自律机制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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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R（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为代表
的贷款市场利率，合理调
整存款利率水平。

当前，多数业内人士
认为，未来银行存款利率
仍有调降空间。

董希淼表示，下一步，
银行可能还将采取包括下
调存款利率、优化存款结
构等在内的更多措施，继
续压降资金成本，努力保
持息差基本稳定，继续保
持稳健发展态势，保持服
务实体经济力度不减。

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
益分析师张旭在研报中判
断，2024年内，存款利率较
有可能出现多轮下降，且
会采用“大行带头、股份制
银行快速跟进、其余银行
有序跟随”的模式。他预
计，下一阶段还将建立健
全自律约谈和通报机制，
更好地维护存款市场竞争
秩序。 王方然

从10.98%到1.35%——

看看 3030年存款变迁年存款变迁
7 月 28 日，黄亚在银行的一笔大额存

单到期。客户经理打电话告诉她，这笔存
入时利率在 3%以上的大额存单，如果续存
三年，最新利率只有 1.75%。

这并非个例。7 月 25 日，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分
别宣布下调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3 个
月、半年、一年整存整取存款挂牌利率均
下调 10 个基点，至 1.05%、1.25%、1.35%；二
年、三年、五年整存整取存款挂牌利率均
下调 20 个基点，至 1.45%、1.75%、1.8%。7

月 29 日，兴业银行、光大银行等 10 家股份
制银行跟降，存款挂牌利率多调至 2%以
下。至此，国有大行及大部分股份行挂牌
存款利率已基本进入“1时代”。

对于黄亚而言，目前 1 字头的利率只
是她 30 年前存款的零头。她至今还清晰
地记得，1993 年时她存的银行定期存款利
率高达 11%以上。当时她工作一年攒下
1000元，基本全部放入银行存折。

30 年间，中国的银行体系发生着翻天
覆地的变化，而个人手中的一张张存单也
成为经济变迁大浪潮下的一个个缩影。

历年存款利率

——历年存款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