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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关，以往是银行揽储黄金期，但 2022

年年末“揽储大战”则未再现。

“我记得很清楚，2021年年底，我还接到某大

行客户经理的推介电话，当时存款活动相当吸引

人，不管是积分兑换的礼品还是存单利率都挺不

错。”2022 年 12 月 29 日，上海地区储户江文文表

示，“但是2022年年末没有接到类似的银行电话，

然后自己主动去咨询了几家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

行的营业网点，都表示暂时没有特别的年末存款

活动。”

经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咨询，记者发现，目前有

存款活动的银行主要聚焦在农商行、村镇银行等

中小银行，大型银行基本上都没有活动。

储户主动寻找存款活动
上海地区某股份制银行理财经理王楠表示，

以往每年年底都会有很多储户来营业网点咨询存

款活动，当时基本上都是了解清楚各家的活动然

后在里面选择最优的。今年则大不一样，储户想

找到有开展存款活动的银行都比较困难。“现在

理财太难了，谁能想到银行理财产品也会亏损，

村镇银行的存款还会有暗雷，还是选择存款最安

心。”江文文告诉记者，自己通过发帖在互联网认

识了不少寻求银行存款活动的网友，彼此间互相

交流咨询到的信息，遇到不错的产品就会下手。

受国内外多重因素超预期影响，宏观经济和

金融资产波动，国内出现一定预防性储蓄增加。

2022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布

的调查报告显示，2022 年第四季度，居民收入信

心指数为 44.4%，比上季下降 2.1 个百分点；倾向

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61.8%，比上季增加3.7个

百分点。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分析称，

未来随着国内经济活动回暖，消费活动和企业投

资活动将逐步恢复正常，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回

升，有助于降低预防性储蓄；但整体国内经济恢

复有个过程，国内储蓄仍维持较高水平。

银行揽储分化
“我们行里今年没有做存款活动。实际上，

2022 年的存款任务在上个月（11 月）就已经完成

了。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今年上海地区大部分

银行都不太缺存款。所以，年底基本上都没有推

出特别的存款活动。”王楠告诉记者。

作为银行揽储“利器”的大额存单，尽管需要

提前预约，并且利率处于不断下调的趋势，但在

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其销售仍十分紧俏。

与大型银行整体揽储热情不高不同，中小银

行则多渠道加足马力吸存。“3 年定存利率 3.5%，

还享额外存款积分兑换礼品福利。”一位中部地

区农商行的理财经理李强告诉记者，该行目前针

对提前预约存款的客户有两个方案：第一个就是

送礼品，主要是米、油和小家电，积分送礼存多少

钱对应多少万积分；第二个则是返现方案，一万

元返现二十元。

对于银行揽储意愿分化，周茂华认为，大型银

行揽储意愿不强主要是年末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大

环境持续，而中小银行融资渠道相对较窄，负债

压力相对大一些，这就导致部分中小银行希望扩

大负债，力争明年初增加信贷投放。

（应采访对象要求，江文文和李强为化名）

据《经济观察报》

涛声浩浩，千帆竞渡。伴随个人养老金、商业养老金等一系列政策落地实施，各类资管机

构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我国养老金融发展将在2023年继续发挥潜力。

2023年个人投资者、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将共建、共享、共迎养老财富管理的新格局。一

方面，居民养老投资选择更加多元，养老财富规划意识提升，为资本市场提供更多长期稳定资

金。另一方面，各类金融机构将发挥优势特长，加大人才储备，提升投研能力，重塑养老金融

领域的商业模式，提升资本市场韧性、活力。

对于崭新的一年，业内人士充满期望。中国人

民银行前行长、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前理事长戴相

龙说：“可以预料，2023年将是我国个人养老金发展

的历史元年。”

在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看来，

个人养老金制度不是速决战，而是持久战。潘东表

示，若想真正把养老金第三支柱做好，广泛地、深度地

提升个人参与的积极性，养老金开户只是第一步，后

面还有投资者服务、投资者陪伴、财富管理、保值增

值，以及整个养老金体系基础设施的建设、政策制度

的完善等工作，需要各方一起行动。

在业内看来，系统优化将是2023年个人养老金

制度“开枝散叶”的重要工作。“目前，尚有部分商业

银行未完成接入，理财产品处于最后测试阶段，基

金、储蓄等产品也只是一部分商业银行完成测试接

入，这些都需要我们和相关参与方更加紧密地配合，

共同推进对接工作，持续扩展个人养老金产品，增加

群众的选择性。”宋京燕说，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刚刚

起步，保证个人养老金信息平台的平稳运行和各方

系统有效衔接是工作基础。个人养老金信息平台与

商业银行、金融行业平台的运维保障机制、数据对账

机制，也需要逐步建立起来。

资管机构应管理好养老金。中欧基金董事长窦

玉明指出，个人养老金具有“投资期限长、单一金额

小、账户数量多、未来总额大”四个特点，这对个人养

老金的投资服务和投资管理提出更高要求，需要用

长线眼光，持续投入资源来助力个人养老金事业的

发展。

回顾2022年，不少金融行业人士深受鼓舞。这

是养老金融政策鼓点尤为密集的一年，特别是2022

年 4月以来一系列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出台实施，为

商业银行、理财公司、公募基金、保险公司等各类金

融机构带来新的发展机遇。2022年 12月银保监会

发布的《关于开展养老保险公司商业养老金业务试

点的通知》，有望进一步丰富商业养老金融供给。

落地迅速，开端总体良好。据人社部信息中心

主任宋京燕介绍，2022年11月25日个人养老金制度

启动实施当日，个人养老金开户人数达110万，截至

12月6日开户人数突破1000万，截至12月25日开户

人数已超过1700万。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总

经理曾琪表示，目前工行已经为几百万客户开办个

人养老金账户。

据梳理，截至目前，全市场已有129只养老目标

基金、7款商业养老保险产品被纳入首批个人养老金

产品名单。多家理财公司已通过个人养老金理财产

品行业信息平台系统验收，个人养老金理财产品待

名单发布后可正式对外运营。

光大理财总经理潘东表示，各类资产管理人要

履行社会责任担当，长期稳健投资，为投资者创造能

够跑赢通胀的回报，通过长期投资进行资产配置，穿

越市场牛熊。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个人养老金制

度试点一个多月以来，在增强居民尽早统筹考虑个人

养老规划的意识、通过储蓄投资提高养老保障水平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中信证券明明团队的测

算，至2035年我国个人养老金规模或达12万亿元。

千帆竞渡 养老金融构建新格局

储户主动找存款活动
年末“揽储大战”消失

目前，个人养老金制度出台时间尚不足一年，落

地时间仅有一个多月，商业养老金业务试点也才于

2023年初启动。业内人士认为，中长期来看，随着制

度深入实施，市场反馈更加多元，将为养老金融的发

展带来更多优化调整空间。

一方面，要继续提高居民养老财富规划意识。记者

从银行基层调研了解到，目前仍有部分投资者将养老金

融误解为“老年金融”。对此，中国银行养老金融部总经

理田军认为，商业银行在争取先发优势的同时，要加强

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长期连贯性，通过强化投资者教育和

咨询服务等方式来提高个人养老金客户黏性。

另一方面，要扩大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覆盖面。

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人社部原副部长胡晓义表

示，在个人养老金制度试行的阶段，要把可及性放在

首位，扩大个人养老金的覆盖面。戴相龙建议，扩大

税收优惠，提高个人养老金每年投资的最高限额。

建信养老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裁曹伟表示，

可以借鉴年金的管理模式，通过受托人角色来保证

投管人按照客户意愿来进行决策。还有业内人士提

出，目前银行理财已经被纳入养老金第三支柱的范

畴，期望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银行理财能够成为第

二支柱的管理人。 据《中国证券报》

拥抱市场机遇 协同纵深发展

适时优化调整 扩大制度覆盖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