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N英方

凯因科技

芯原股份

龙芯中科

力芯微

中望软件

名称
N鑫磊

通行宝

华立科技

恒宇信通

利君股份

高斯贝尔

收盘价
107.00

27.28

57.18

101.50

72.98

205.06

收盘价
27.45

21.74

31.60

48.39

8.21

10.29

涨幅（%）
176.77

15.30

14.70

12.37

11.76

11.16

涨幅（%）
32.80

19.98

11.19

10.73

10.05

10.05

名称
C九州

文灿股份

来伊份

中天科技

雪峰科技

波导股份

名称
豆神教育

华图山鼎

西安饮食

兔 宝 宝

隆基机械

珠江钢琴

收盘价
19.10

59.89

18.57

15.16

8.64

4.56

收盘价
3.28

47.40

15.08

13.39

8.55

6.84

跌幅（%）
11.41

9.99

8.39

7.84

7.69

7.31

跌幅（%）
20.00

14.29

10.02

10.01

10.00

10.00

名称
恒瑞医药

贵州茅台

中天科技

中国软件

药明康德

隆基绿能

名称
东方财富

天齐锂业

五 粮 液

宁德时代

英飞拓

科大讯飞

收盘价
43.64

1880.21

15.16

72.34

97.49

44.73

收盘价
23.34

89.03

205.30

446.77

13.59

38.61

成交额（万）
475734

440199

376103

282471

279437

277874

成交额（万）
436671

378313

371030

325412

296112

243113

名 称
西宁特钢

青海华鼎

青海春天

金瑞矿业

西部矿业

正平股份

*ST顺利

盐湖股份

天佑德酒

收 盘 价
3.06

4.04

10.28

9.26

11.44

4.28

2.16

24.79

16.42

涨跌幅（%）
0.00

-0.74

-3.20

+0.43

+1.42

+0.71

+0.94

+0.65

-1.79

成交量（手）
39413

89984

104889

7967

298735

75259

36280

249798

167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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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近期央行披露住户存款激增后，上
市银行业绩快报也显示，不少银行新增存
款创新高。

目前，已有9家A股上市银行在2022
年业绩快报中披露了存款数据，均显示存
款增速相对较快。其中，有4家银行存款
增速超过15%，瑞丰银行以23.27%的全年
存款增速居首，招商银行也以18.73%的存
款增速居前。

2022年以来，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经历
了两轮下调，定期存款利率已步入“2 时
代”，大额存单的利率也降低至“3时代”。
但一边是商业银行揽储降温，另一边是居
民存款热情升温。近几个月，很多商业银
行大额存单受到客户抢购，上演“一单难
求”、上架即“秒空”的境况。

多家券商认为，居民储蓄意愿的增
强，既有宏观经济波动下预防性储蓄的原
因，也有债市调整造成了债基和理财收益
不佳的因素所致。

上市银行新增存款创新高上市银行新增存款创新高

目前，已有9家A股上市银行业绩快
报披露了存款数据。它们2022年末存款
总额较年初增幅均超过了 10%，且超过
15%增速的有4家银行，分别是瑞丰银行、
招商银行、常熟银行、张家港行，增速分别
为23.27%、18.73%、16.81%、15.22%。

具体看，有6家银行2022年的新增存
款超过2021年，不少银行的新增存款创新
高。其中，瑞丰银行以23.27%的存款增速
居首，该行截至 2022 年末的总存款为
1236.72 亿元，全年新增存款达 213.13 亿
元，是上一年的两倍有余。

招商银行去年第四季度新增存款
4457.29 亿元，此外该行 2022 年新增存款
达1.15万亿元。对比之下，该行2021年和
2020年的新增存款刚超过7000亿元。

平安银行2022年延续存款高增态势，

全年新增存款 3221.66 亿元，其中第四季
度新增665亿元，同比多增约281亿元。

居民存款为何高增长居民存款为何高增长？？

对于居民存款高增问题，多数市场观
点较为一致，即认为因疫情、宏观经济等
多个因素，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使
得“合意”的存款水平提高，以抵御对未来
的不确定性。

浙商证券估算数据显示，2020年后居
民超额储蓄率约为 5.2%。疫情对居民储
蓄的影响可分为两类：一是疫情防控或高
感染率出现，无法消费导致的被动性储
蓄；二是源于对经济走势和收入预期悲
观，以及产业结构转型（教培、互联网、地
产等）导致的预防性储蓄。

有券商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与居民行
为的改变都会影响居民存款。

“从信用机制出发，货币信用体系中
的所有存款都是派生出来的，存款的增长
对应着货币信用体系的扩张。”招商证券
宏观分析师张静静团队尝试从宏观的角
度或从货币信用体系角度来理解当前的
居民存款状态。结合数据，该团队发现，
2022 年不仅居民存款出现了超过原有路
径的增长，非金融企业存款也出现“超额”
增长。

“2022 年以来，银行体系存贷差增加
较多，前三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18.1万亿
元，同期新增存款22.8万亿元，9月末存贷
款余额的差值为44.2万亿元，较2021年末
扩大 4.7 万亿元，引起一些关注。”对于存
款高增现象，央行曾在《2022 年第三季度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专栏》作过描述。

央行认为 2022 年以来我国银行体系
存款总体增长较快，同时由于疫情等特殊
因素，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居民存款与
企业存款之间的循环不畅。

2022年11月之后的债市调整，引发了

银行理财“赎回潮”。在债基、理财收益率
不佳，且银行理财打破“刚兑”背景下，稳
健型投资者转向存款配置的意愿大大增
强。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
析师王剑认为，居民存款高增核心原因是
疫情冲击下居民收入增速下降，且未来不
确定性加大，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增强。
同时，疫情对消费场景破坏较大、房地产
市场景气度低迷，以及资本市场表现欠佳
等因素，消费和投资行为难以开展，也会
带来居民被动储蓄的增加。

展望2023年，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超则看好外资流入及个人投资者入市，
即居民超额储蓄存款释放流入股市，对权
益市场行情的带动。他认为，我国股市仍
是个人投资者为主的市场，基于对资本市
场更强投资意愿及更高的认知度，我国居
民当前较高的超额储蓄存在较为畅通的
路径进入资本市场，进而成为股市行情放
大器。

银行负债管理成本加大银行负债管理成本加大

在低利率环境下，银行存款的增加无
疑会推高负债端成本，商业银行面临息差
进一步下行压力。

2022年9月，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
纷纷宣布下调存款利率，其中定期存款下
降幅度较大，三年期定期存款下调15个基
点（BP），其他期限定期存款下调10BP，活
期存款利率下调5BP至0.25%。

此次调整范围扩大到了几乎所有存
款产品，而上一次银行官网存款挂牌利率
调整还要追溯到2015年，距此次大范围调
整已有7年之久。

同时，在存款定期化趋势下，商业银
行降低负债成本、维护息差已成为重要的
共识，并多次在重要业绩发布会上提及。

本报综合消息

养老“第三支柱”如何撑起来？

多因素催生储蓄意愿多因素催生储蓄意愿 多家上市银行存款创新高多家上市银行存款创新高

19 日，大盘全天震荡走高，创业板
指领涨。盘面上，数字经济概念股再度
爆发掀涨停潮，中国软件、恒久科技、中
远海科、智微智能等 10 股涨停。金融股
继续活跃，弘业期货 5 连板，国盛金控 3
连板，华林证券涨停。CRO 概念股盘中
震荡走高，药石科技、康龙化成等多股
涨超 5%。半导体板块持续反弹，芯原股
份、龙芯中科、力芯微涨超 10%。下跌方

面，消费股继续调整，酒店股领跌。此
外多只高位股大跌，兔宝宝、西安饮食、
金发拉比、隆基机械等跌停。总体上个
股涨多跌少，两市近 3300 只个股上涨。
沪深两市当日成交额 6870 亿元，较上个
交易日放量 512 亿元。

板块方面，医疗信息化、信创、CRO、
大基金持股等板块涨幅居前，酒店、托育
服务、教育、零售等板块跌幅居前。截至

收盘，沪指涨0.47%，深成指涨0.87%，创业
板指涨1.08%。

北向资金19日全天净买入93.93亿元，
连续12个交易日净买入，本月净买入金额
已超千亿，当日沪股通净买入56.91亿元，
深股通净买入37.03亿元。 本报综合消息

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后，金融机构等积
极性高涨，个人养老金行情迅速升温。目前，
收入较高且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群积极性较
高。未来，个人养老金制度有待进一步调整
优化，进一步提升产品吸引力。

去年12月底，在北京一家国企工作的张
华（化名）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并“顶格”
存入了1.2万元，为自己的未来养老“支”起了
第三支柱。

2022年11月25日，人社部、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三部门发布通知，明确个人养老金
制度在北京、天津、上海等36个先行城市和
地区启动实施。银行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
涨，个人养老金行情迅速升温。

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个人养老金
参加人数1954万人，缴费人数613万人，总缴
费金额142亿元。人们对个人养老金到底是
怎么看的？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涨金融机构等积极性高涨

2022年12月初，为了帮在银行工作的高
中同学完成年底工作量考核，在天津一家设
计院工作的刘伟（化名）线上开通了个人养老
金账户，并存入了1元钱。“过程不复杂，填写
相关信息，进行短信验证，就开户成功了”。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少人和刘伟一
样，是被在银行工作的熟人拉着入局的。

个人养老金制度开始试点后，首批有23
家银行可以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包括6大
国有银行、12 家股份制银行以及 5 家城商
行。

一场客户争夺战也由此打响。各大银行
纷纷通过返现金、赠送消费券、积分等手段

“拉新”。2022年12月29日，词条“每周60个
新开户指标，个人养老金争夺战下的银行理
财经理‘喊苦’”一度冲上热搜。

刘伟在开户后，获得了 50 元现金返现。
对于是否继续往个人养老金账户存钱，他仍
持观望态度。

税优是个人养老金的吸引力之一。按照
制度安排，个人养老金开户后，可以在综合所
得或经营所得中按照个人养老金的实际缴费
金额进行税前抵扣。刘伟表示，自己的年收
入在12万元左右，本身交税就不多，因此减
税效果并不明显，可以再等等看。

个人养老金背后的个人养老金背后的““两本账两本账””

与持观望态度的刘伟不同，在北京一家
国企工作的张华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经过了
深思熟虑。

2016 年开始，他所在的企业开始为职
工缴纳企业年金，这为张华的养老支起了
第二支柱。这次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张
华是想“支”起第三支柱，为自己养老多一
份保障。

张华今年35岁，年收入在35万元左右，
他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减税账。

除去包括房贷、赡养老人两项专项附加
扣除在内的各项扣除，他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在18万元左右，适用于20%的税率档位。如
果能再扣除1.2万元的个人养老金，那一年可
以少交2400元，按60岁退休计算，他可以少
交6万元。

关于投资收益，根据制度安排，在投资环
节，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
不征收个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
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3%的税率
计算缴纳个税。

张华告诉记者，对于养老产品投资，他更
看重的是稳健性，而非高收益。因此，他更倾
向于选择相对保守的储蓄，“相当于为未来养
老多存了一笔钱”。

按照3%的年化收益率计算，张华如果每
年持续缴纳1.2万元，缴纳25年至退休，缴税

后，他能从个人养老金账户中拿到 43.71 万
元。

在福州一家国有银行工作人员张欢（化
名）看来，个人养老金更适合年收入在20万元
以上的人群。在她接触的开户客户中，收入较
高且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群，积极性普遍较高。

提升个人养老金制度吸引力提升个人养老金制度吸引力

由于个人养老金采取市场化运营，不可
避免地会存在投资风险。那么，普通人该如
何合理使用存入养老金个人账户里的资金购
买养老金融产品？

中国养老金融 50 人论坛秘书长董克用
建议，投资者要根据自己的年龄、财务情况和
心理承受能力进行投资。比如，年轻人可以

选择购买风险相对高的养老基金和养老理财
产品，中年人投资要趋向稳健，接近退休年龄
的人，可以选择相对保守的养老储蓄产品。

根据规定，个人养老金产品由金融监管
部门确定，进入个人养老金“白名单”的产品
要具备运作安全、成熟稳定、标的规范、侧重
长期保值4个属性，从而更好保障退休人员
的生活。《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也强调，销售
机构要以“销售适当性”为原则，做好风险提
示，不得主动向参加人推介超出其风险承受
能力的个人养老金产品。

下一步，个人养老金制度如何更好地完
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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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今后，可以把
个人养老金最高限额提高到1.8万元以上，扩

大税收优惠。同时，对个人养老金的投资收
益率实行保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以进一步
提升大家参与个人养老金的热情。

“为了适应劳动力市场灵活化趋势，未
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可以考虑将第二支柱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和第三支柱（个人储
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打通，或者
建立两者之间的衔接办法。”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鲁全指出，
目前，第二支柱是由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共同
缴费，如果劳动者换了工作，新单位又没有
企业年金计划，那么他的第二支柱就会中
断。他建议，增强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之间
的协同功能。

本报综合消息

创指涨超1% 北向资金本月净买入已超千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