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继国有大行下调存款利率后，多家股份行和城商行也发布公告下调存款利率。银行

为何纷纷下调多年未变的存款利率？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星图金融研究院院长薛洪言认为，存

款利率作为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背后既反映了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也是央行

货币政策意图的直观体现。“从老百姓的钱袋子角度来看，存款利率下调带来的直观影响就是进

一步激发了大家对财富保值的焦虑感。”

扫
一
扫
更
精
彩

市场星报电子版www.scxb.com.cn
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

2022年10月13日 星期四
编辑/杨晓春 组版/方 芳 校对/刘 洁 11金融理财

400亿元额度全靠“抢”！
储蓄国债受投资者青睐

“我买储蓄国债主要看重它的安全性，比较适合我

这种风险承受能力低的投资者。”在某银行网点门口排

队等候购买储蓄国债的一位投资者说。

10月10日，新一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发售，记

者实地调研多家银行发现，投资者购买储蓄国债的热

情较高，不少投资者提前到银行网点门口排队抢购。

线上渠道来看，部分银行的手机银行线上额度在几分

钟之内就全部售罄。

专家分析称，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高、安全性

好、收益稳定、认购起点低等特点，因此受到投资者

的喜爱。

投资者购买热情高
根据财政部公告，10月10日至10月19日将发行

2022年第七期和第八期储蓄国债(电子式)，3年期的票

面年利率为3.05%，5年期的票面年利率为3.22%，最大

发行总额为400亿元。

记者调研发现，投资者购买储蓄国债的热情较

高。排在第一位的王女士很早就到了银行网点。“早点

儿到就能早点儿买，买国债得靠‘抢’，来得晚可能就没

额度了”。王女士说。

储蓄国债信用等级高
记者调研时发现，风险较低、安全性好、投资期限

长等因素成为投资者购买储蓄国债的重要原因。

和定期存款相比，储蓄国债的利率相对较高。以

国有六大行为例，三年期的定期存款挂牌利率为

2.60%，五年期的定期存款挂牌利率为2.65%。一位客

户经理表示，和存款相比，储蓄国债的利率相对更有

吸引力。

还有人看重其风险低。投资者李女士告诉记者，

曾经买过银行理财，但是银行理财收益有波动，“不如

直接买国债踏实，适合我这种风险承受能力低的投资

者”。此外，也有人看重储蓄国债的投资期限长，比较

省心。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陈昱成认为，储蓄国债具

有信用等级高、安全性好、收益稳定、认购起点低等特

点，是一种较好的投资理财产品。

不过，也有客户经理建议投资者提前做好资金规

划。若提前兑取储蓄国债，需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建议投资者用闲钱购买国债，购买后能够持有到期。

中国证券报

未来3个月继续下降可能性不大
9月16日，多家股份制银行相继下调存款利率。活

期存款年利率为0.25%，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1.85%，

三年期定期存款年利率为2.65%，五年期定期存款年利

率为2.7%。其他各档定期存款、零存整取、通知存款等

也都有所调整。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9月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

份CPI同比上涨2.5%。从今年1月至8月的平均数值来

看，CPI比上年同期上涨1.9%。一时间，市场对于如何

锁定收益与跑赢物价涨幅的关注度快速上升，同时也

不乏对于利率下一步走势的各种猜测。

在薛洪言看来，在2022年接下来的2个月中存款利

率进一步下调的可能性并不大。“事实上，从存款传导

机制来看，需要一年期的LPR先调降，才会触发存款利

率的下调。9月20日的一年期LPR保持不变，接下来的

调整只有10月、11月、12月这三次机会。而回顾今年

以来的LPR历次调降，均是新增贷款的金额出现明显

下降，央行为刺激贷款需求才会引导LPR利率下行。”

“从经济复苏的基本面来看，现阶段的经济仍处在

弱复苏的趋势。所谓弱复苏，通俗而言，就是虽然增长

趋势相对缓慢，但总体是呈现增长态势。在弱复苏的

趋势中，贷款需求其实是有所回暖的。再加上房地产

领域的‘金九银十’，以及各地出台的一些‘保交楼’的

刺激政策，未来几个月房地产的购房需求有可能出现

边际的改善，也会带来中长期贷款需求的提升。”薛洪

言进一步表示，考虑到四季度贷款需求有望缓慢回升，

继续引导LPR利率下行的必要性并不大，继而存款利

率也很难再次下调。

首要任务是跑赢通胀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消费者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8.3%。在欧盟范围内，8月，法

国通胀率为5.9%；波兰的通胀率为16.1%，是自1997年

3月以来新高。

薛洪言直言，全球市场处在高通胀环境之下，国内

市场受到输入性通胀传导，在未来一两年间通胀水平

仍会处于相对高位。

“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即跑赢通

胀，是投资理财的第一要义，也是财富管理的主要诉

求。从历史上来看，存款往往并不能有效地跑赢通胀，

也不能很好地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

“为什么很多人都会感受到钱越来越‘不值钱’？”

薛洪言解释道，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财富

的分配是倾向于奖励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只有激励这

部分人，才会有创新与进步，才能驱动市场经济向前健

康发展。存款是典型的无风险投资，所以存款不可能

在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分配时，分得相对较多的份

额，所以长期来看，存款无法跑赢通货膨胀是必然的。

既然存款无法实现财富管理的首要目标，那么投

资者应该如何配置资产？

对此，薛洪言表示，家庭财富应该配置一定比例的

权益资产，即股权类资产。“来确保社会财富在切蛋糕

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分得更大的份额，因为股权投资是

承担风险的，所以它是在整个市场经济环境下，从长期

来看，大概率能够分得更多的‘蛋糕’。因为单个公司

其实有不确定性，但是投资者可以通过一些指数基金、

主动管理型的基金来进行权益类资产的配置。”

薛洪言指出，从我国数据来看，2004年末以来（截

至2022年9月20日），沪深300指数年化收益率10.19%

（含分红收益），这个水平是可以大幅跑赢存款和通胀

的。“我们知道当前的市场处在一个熊市底部的位置，

所以即便这个终点选择的是熊市底部，这个指数的长

期收益还能到10%左右。长期来看，权益资产是能够跑

赢通胀的，但是权益资产的短期又有比较高的波动

性。所以，在低位买入并长期持有，才能获得更好的投

资体验。”

中长期居民存款入市步伐不会改变
“当存款类资产无法跑赢通胀时，投资者不可能长

期忍受购买力缩水，当下对于固定收益类的理财产品

偏好只是暂时性的现象。”薛洪言直言。

薛洪言表示，中长期来看，居民存款入市的趋势不

会改变，接下来一段时间内，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资本

市场仍是大势所趋。

对于如何看待中长期财富保值增值问题，薛洪言

建议，目前阶段仍应该适当地在资本市场底部配置一

些权益类资产，包括近几年来市场走热的基金定投，投

资者还是应该利用手中短期不用的长期资金去布局一

些逆周期的投资。

“当下主流选择是追求存款，但是投资市场中，主

流的选择往往不是正确的选择。”薛洪言举例道，如果

在2020年第四季度，基金投资成为主流时，可以抵制住

诱惑，那么也不会经历过去两年基金净值缩水带来的

负面影响。“所以投资领域不应该追逐潮流，应保持独

立思考，站在中长期视角进行逆向投资。”

薛洪言说：“为什么2020年购买基金的投资者体验

大多不太好？就是因为当时买在了高位。只有在相对

低位的位置买入，并且持有比较长的时间，权益资产才

能带来较好的收益。当前的市场恰好处于相对低谷的

位置，着眼于财富中长期的保值增值，投资者可以以基

金定投等方式配置一些指数基金或者主动管理型公募

基金。这既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也大概率是投资

者在未来跑赢通胀的关键选择。” 中国经营网

存款利率下调 居民如何管好“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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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披露
数字人民币最新进展

10月12日，央行披露了数字人民币最新进展。截

至2022年8月31日，15个省（市）的试点地区累计交易

笔数3.6亿笔、金额1000.4亿元，支持数字人民币的商

户门店数量超过560万个。

截至目前，人民银行先后选择15个省（市）的部分

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并综合评估确定了10家指

定运营机构。数字人民币在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

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已形成一大批涵盖线上线下、可

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模式。

央行表示，2022年以来，各试点地区政府围绕“促

进消费”“抗击疫情”“低碳出行”等主题累计开展了近

30次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活动，各商业机构还开展了

多次市场化推广活动，有力促进社会消费回补与潜力

释放。 第一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