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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融”

2014年年末，有专

家预测说：金融改革将

是 2015年改革的核心

之一。果不其然，在

2015 年走过了不到半

年的时间里，两次降

准，两次降息，外加存

款保险制度的出台和

落地——金融改革之

声不绝于耳，利率市场

化脚步渐行渐近，与此

同时，普通百姓的“钱

袋子”也受到了或多或

少的影响。

新风徐来 金融改革写新篇
本报记者 龙雨晴

降息“小步快跑”
储户“货比三家”

如果说 2014 年年底的降息让人们“措
手不及”，那么在 2015 年，人们对降息已经
是“见怪不怪“了。

细数最近的降息，还要从 2014 年年底
开始：自去年11月22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
存款基准利率下调 0.25个百分点至 2.75%；
自 2015年 3月 1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
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5%；自2015
年5月11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
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25%。在这三次降
息过程中，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
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由
1.2倍调整为1.3倍，由1.3倍调整为1.5倍。

这几次降息的过程可以用“小步快跑”
来概括：“小步”指的是每次仅降0.25个百分
点，幅度不算大；“快跑”指的是降息的时间
间隔较为紧凑，存款利率市场化水平更是一
步一个台阶。

而就各银行的应对来看，第一次降息之
后，将利率“一浮到顶”的银行还是十分普遍
的；第二次降息之后，“一浮到顶”已经较为
少见了，部分银行的存款利率在降息当日虽
然“一浮到顶”，没过几天却又回落至20％左
右，不过依然有个别银行“一浮到顶”；而第
三次降息后，“一浮到顶”的银行却迟迟没有
出现，多数都只是在基准上上浮了 20%左

右，最“给力”的银行也只上浮了40%。“这意
味着金融机构逐步开始自主定价，存款利率
上限意义已逐步变小，利率市场化已接近最
后一步。”有关专家表示。

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的扩大，给各家商业
银行更大的自主空间，银行间形成差别化利
率竞争的态势，储户也因此而有了更大选择
空间。对此，理财师提醒，虽然各家银行已
经作出调整，但并非最终结果，未来浮动区
间还有可能根据市场变化作出改变。对于
新储户来说，的确可以通过“货比三家”，找
到利息最高的银行，但对于老储户来说，没
必要让存款盲目“搬家”，如果将之前的存款
再转存，此前几个月的存款将按活期利率计
息，这样很有可能得不偿失。

降准释放资金
助力实体经济

除了降息之外，2015年，连续的降准也
是央行进行金融改革的重大举措。

“通俗地讲，降准，即意味着人们每往商
业银行存一份钱，商业银行可以少交给央行
一部分作为存款准备金，并将多出的一部分
钱拿出来放贷给企业。”业内人士指出，“降
准是为了释放银行业的流动性，让市场上的
钱多一些，以此来刺激消费、投资、出口，并
助力实体经济。

截至目前，2015年共有两次降准，这两

次降准的速度和规模完全称得上“速降”：自
2015年2月5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释放的资金在 6000
亿元以上；自 2015 年 4 月 20 日起下调各类
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1 个
百分点，释放了超过 1.2万亿元的资金。同
时，定向降准的力度也显著增强。

对此，上述业内人士认为，央行降准后
带来的最直接反应是：银行用以贷款的资金
变多了。对于市民来说，今后向市内银行申
办个人房贷、个人消费贷款等，在同等条件
下可能更容易。“央行降准，就会释放部分资
金出来，而这样商业银行将有更多资金用于
信贷投放，企业贷款难问题有望进一步缓
解，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市场上的资金变多了，对企业和市民贷
款有所利好，但对于投资者来说，理财产品
收益率或许会因此呈现下滑的趋势。理财
师建议，在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收益水平下
移的背景下，投资者要转换理财风格，坚持
多元化理财，同时考虑配置更多权益类或综
合类理财产品，并根据自身情况拓展一些金
融衍生品，增加投资收益。

存款保险制度
护航金融安全

今年 5月 1日起，《存款保险条例》正式
施行，标志着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正式“起

航”。那么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和储户将产
生怎样的影响呢？

“作为我国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环，存
款保险制度有利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进一
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某银行有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大
型国有控股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他中
小银行、民营银行将面临更加平等、透明的
保障体系，有助于强化公众对于中小银行和
民营银行的信心，而中小民营银行又是支持
中小微企业的重要主体，因此有助于小微金
融的良性循环。”

而对于存款人来说，存款保险制度能更
好地保护存款人权益，存款有了“兜底”，储
户的钱就更加安全了。

为了充分享受到政策带来的保障，市民
们注意的是，最高偿付限额为 50 万元。这
一限额能为中国 99.63%的存款人提供全额
保护。超过 50 万元的部分，从该存款银行
清算财产中受偿。所以，对于有着大额存款
的储户来说，不妨考虑将存款分别存入不同
的银行，以分散风险。

银行理财产品不在保险范围。如今，购
买理财产品的人越来越多，那么购买的理财
产品是否也受到《存款保险条例》的保障
呢？《存款保险条例》明确列明，被保险存款
包括投保机构吸收的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
款，并不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因此，不论是
保本理财产品还是非保本理财产品，都不在
存款保险范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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