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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各种宝抛出高利率疯

狂吸金， 让原本属于银行的存款业务发生了

惊天逆转，大量存款源源不断涌向各种宝，银

行存款业务被无情蚕食。

面对愈加不利的局面， 传统银行再也不

能眼睁睁看着存款这样被“劫持”，开始祭出

各种招数，且

逐步升

级。 《中

国企业报》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为了拉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客户存款， 传统

银行一边推出高收益的理财产品 PK 各种

宝，一方面拼命压低协议存款利率让“宝宝”

们无利可图， 一场硝烟四起的银行存款保卫

战已然打响。

余额宝凶猛

余额宝到底有多凶猛？ 一组数据能形象

地说明：2014年 2月 10 日，余额宝用户数为

6000万。 而到了 2月 26日，余额宝用户数突

破 8100万。 也就是说，在短短半个月时间里

余额宝用户增加 2000万用户。

“这样迅猛的增长速度和用户体量，是传

统金融机构银行不可能做到的。 ”3 月 6 日，

民生银行相关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而在余额宝的带领下，各种理财之“宝”

亦迅速登场，同样是便捷、高收益，随时支取，

同样是疯狂吸金。

余额宝们为何能疯狂吸金？ 就是因为其

抛出的年化收益率，这让银行优势全无。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2014 年 1 月

1 日， 余额宝年化收益率达到创纪录的

6.797%。同一天，工行、农行、建行、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活期和定期存款利率分别为：

0.35%，3个月为 2.85%，半年期为 3.053%，一

年期为 3.25%。

尽管春节过后， 余额宝们的年化收益率

出现了下滑，但和银行的活期存款利率相比，

仍然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 2014 年 3 月 5 日

活期宝收益播报看到， 当日最高年化收益率

为 6.346%，是活期存款的 18.13倍。而当日的

余额宝 7日年化收益率为 5.864%。

3月 8 日，《中国企业报》 记者查询了当

天各种宝的年化收益率信息，其中余额宝(天

弘增利宝货币)7 日年化收益率为 5.805%；微

信理财通 (华夏财富宝)7 日

年 化 收 益 率 为

5.925%； 网易现

金宝 (汇添富现

金宝)7 日年化

收 益 率 为

5.753%。而同

期银行活期

存 款 为

0.35% ，3

个月定

期

为 2.6%，

6 个月 2.8% 。

差异之悬殊可见一斑。

如此高的数据之差，给余额宝们带来了

大量的资金流入，有数据称，目前余额宝规

模或已经突破 5000 亿元。 而今年 1 月的官

方数据称，人民币存款锐减 9402亿元。 专家

指出，除季节性因素外，互联网金融产品的

迅猛发展是银行存款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

银行开始反击

面对咄咄逼人的各种宝和不断飙升的

利率，传统银行终于坐不住了。 有国有大行

人士坦承，“存款‘搬家’压力太大，控制不

住，现在没办法了，必须全面出击。 ”

“银行实际上早就有了针对性的措施。”

上述民生银行相关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介绍，“目前来说，银行主要是出台各种理

财产品和各类‘宝’类产品以应对冲击。 ”而

收益率更是挑战各种宝。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近日，民生

银行直销银行正式对外提供服务，并推出银

行版余额宝。 而此前，包括工行、中行、交行

等多家商业银行也已经相继推出银行版余

额宝。

调查发现，2013年年末， 多家银行理财

产品短期和超短期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

率超过 6%，部分产品超过 7%。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对位于北京的

几家银行进行调查后发现，几家银行均推出

了预期收益在 4.5%—5.5%之间的理财产品。

除了在理财产品上的较量，为了防止存

款流失，包括招行、工行等在内的多家银行

还对资金转出到支付宝等设置了限额。

此外， 银行还祭出一个更有分量的招

数，那就是“压制”协议存款利率。 这对于完

全依赖协议存款赚取息差生存的余额宝们

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有消息称，目前三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总行不接受各自分行与余额宝天弘基金为

代表的各类货币市场基金进行协议存款交

易。 价格过高被认为是商业银行拒绝与其交

易的主要原因。

据记者了解，银行们拒绝前述协议存款

交易的底气就在于不久前中国银行业协会

的一个建议，即：将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货币

基金存放银行的存款纳入一般性存款管理，

而后,中国银监会便展开了相关调研。

分析人士称， 如果银监会采纳了上述

意见， 将大大遏制这类互联网理财产品的

发展。

银行：向投行转变

然而，反击是有代价的，银行选择反击的

副作用就是，将 0.36%利息的活期存款变成

了 4%甚至更高利息的协议存款，银行的

资金成本大幅提高。

此外，上述民生银行相关人士进一步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坦承，“虽然银行也推出了

各种‘宝’类产品，但还是无法与余额宝类互

联网产品抗衡，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银行的客

户相对固定， 没有余额宝这样达七八千万的

客户，这限制了银行业务的拓展，这一点来说

对银行是不利的。 ”

“不过对银行而言也有有利的因素。 ”这

位人士向记者介绍称，“对银行而言， 传统的

做法是靠利差盈利， 现在在互联网金融的冲

击下，银行必须积极进行金融改革，改革收入

结构、提高服务质量、创新金融工具、拓展中

介服务业务、 对客户重新进行分层后提供不

同的服务。 总之，压力之下，银行需要对传统

经营模式进行突破， 这对银行的未来发展是

有利的。 ”

继去年 7 月央行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后，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中国利率改革就差最后

一步，即存款利率改革。余额宝们时刻警示着

银行业：靠吃利差赚钱的好日子已经不多。

不少业内人士也指出， 面对利率市场化

的逐步推进和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冲击， 对于

传统银行业来说， 出路只有一个， 那就是改

革。 未来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主体地位会得

以提升。 未来中国的银行会从以储蓄为主向

投行转变，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储蓄银行

的路会越来越窄。

利率市场化的脚步渐近，互联网金融来

势凶猛，银行存款及息差收入模式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变革正在袭来，未来银行网

点柜台是否难逃“胶卷命运”？ 面对重重挑

战，传统银行该如何重塑创新力？日前，多位

业内专家接受了《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利率市场化将激发银行

寻求新的盈利模式

今天的金融业有点像 30 年前卖牛仔裤

的摊位，当时利润是非常高的，因为政府放

开了对摊位的管理。而现在的金融业没有完

全放开，大趋势一定会逐步放开。

当前，利率市场化的条件非常成熟，贷款

利率已于 2013 年 7 月全面放开， 而存款利

率在今天理财产品充分竞争的形势下， 事实

上也基本放开。 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新局面

是存款利率将全面上升， 很可能从目前的年

利率 3%上升到 5%，也就是名义利率基本上保

持高于通胀率 2%的水平。 银行间争夺存款的

战争也将由此公开化。

利率市场化将压缩银行的利润空间，银

行将进一步加速寻找新的盈利模式，从简单

的市场利差服务转为向企业和消费者全面

提供各类金融服务。

向松祚（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不要夸大互联网金融

对银行业的冲击

任何科技手段的革新都会带来商业模式

的改变。 互联网金融给传统银行在商业模式

上会带来新的变化。 到底什么是“互联网金

融”需要界定，因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权威

的说法。而媒体的界定过于简单化，仅局限在

“宝宝”类的产品上。什么是互联网金融？一方

面，互联网企业的平台进入金融行业中来；另

一方面，金融机构运用互联网技术手段，都叫

“互联网金融”。从银行统计的数据上来看，有

80%的交易， 包括转账汇款还有理财产品等，

都是通过互联网模式来操作。所以，我认为不

要过度夸大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

不存在对银行业的颠覆。

闫冰竹（北京银行行长）

传统银行有待改进自身服务

尽管互联网的跨界入侵不足以颠覆整

个传统银行业， 但互联网企业在收集客户

数据、优化客户体验、提高客户黏性方面的

卓越实践确实值得银行业思考、 学习和借

鉴。

传统银行必须面对现实， 改进自身的服

务。比如，互联网企业在采集客户信息方面有

着先天的优势，通过对客户在社交网络、网上

消费支付等方面的使用习惯的分析， 可以有

针对性地为客户提供服务， 这些服务适合零

售客户或小微企业客户， 但对于银行服务的

大中型客户及高净值资产客户不具备优势。

深陷重围 银行如何重新发力？

交锋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余额宝绝对是一个颇受关注的焦点，

围绕该不该取缔余额宝的话题， 亦罕见地连续一周占据百度

搜索榜首， 针锋相对的观点几乎每天更新。作为金融改革的一

个重点层面，被称为互联网金融“带头大哥”的余额宝究竟何

去何从，则成为业界争议的核心。

而央行行长周小川明确表态“不会取缔余额宝”，以及政

府工作报告定调“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的大方向，都在表明

支持余额宝的一方已经占了上风， 这也为余额宝的争论画上

了句号。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支持余额宝的两会代表和委员，也

无一不是补充了对其风险的担忧和加强监管的建议。

余额宝动了谁的奶酪

在央视财经评论员钮文新看来， 余额宝和其前端的货币

基金将 2%的收益放入自己的口袋，将 4%到 6%的收益分给客

户，其本身却不产生任何收益，是名副其实的“吸血鬼”，中国

实体经济也就是最终的贷款客户将成为最终的买单人。

余额宝吸血是板上钉钉的， 只是吸的却不一定是最终贷

款客户，而可能是商业银行。

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就说：“余

额宝的钱，用来投货币基金，货币基金存回银行，一圈下来，钱

的成本升高了，对实体经济没有任何意义。 ”这样只是钱转来

转去，大家互相挣钱。

实际上，有没有余额宝，银行活期存款流向其它高收益领

域早已是铁定的趋势，余额宝的诞生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中国银行的一份报告表明，2010 年底，非金融业和居民活

期存款占银行总存款比例超过 50%，到了 2013 年，已经下降

到了约 40%，年均下降了 3.3 个百分点。 而仅仅在今年第一个

月，银行业活期存款流失就高达 9000 亿，占比接近 2%。

至于余额宝导致商业银行融资成本上升会不会进一步造

成社会融资成本上升，国泰君安董事长万建华认为，两者之间

没有必然联系， 还要取决于银行会不会提高贷款利率进行转

价。 如果银行不提高贷款利率，这对企业、个人都是好事。

利率指挥棒还在央行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认为，万一

某些投资者认为有违约的风险，可能迅速地要撤出，这种互联

网的挤兑比银行的挤兑来得要快得多。 以防不测，他建议尽快

建立包括存款准备金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保护制度。

钮文新还担心，坐拥近 5000 亿元资金的情况下，余额宝

有可能通过控制协议存款价格直接控制中国利率市场。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原总经理赵宇

梓也指出， 一旦余额宝们吸引了大量的活期存款甚至是定期

存款，银行只能也回到货币市场上高价吸引协议存款，进而影

响贷款利率，最终民生、经济都会受到极大影响。

对此，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首席战略官舒明声称，万亿

元规模的货币基金， 与 47.9 万亿的居民存款、103.4 万亿的全

部人民币存款总额相比仍然非常小， 所以余额宝在利率上还

是跟随市场走的，而不是决定市场。

钮文新进一步回应说， 虽然银行整体信贷总是远远高于

余额宝和货币基金， 但是银行的大部分资金都通过信贷放在

外面，真正留下作为流动性资金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一旦资金

面紧张，余额宝的这几千亿将具有决定整个市场的力量。

央视财经评论员叶檀则认为， 利率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

于央行，互联网货币基金主要投资的是银行拆借市场，即使流

动性主要依赖货币基金， 央行一旦流水， 银行资金面比较宽

松，同业拆借利率势必下行，互联网货币基金的话语权势必下

降。

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 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

险的前提下，让市场自由发展，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

业界担心监管力度

2005 年货币基金在中国诞生以来， 全行业始终未能冲破

5000 亿元规模，单只也就 500—600 亿元。 如今整个行业即将

突破万亿大关，单只就达到了往年全年的总额，在管理尤其是

风控上带来的挑战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余额宝的迅猛发展，在不少人看来，是出现监管空白

的缘故。 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当前互联网金融一

直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对金融体系安全、社会稳定产生

重大冲击，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已经刻不容缓。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还指出， 余额宝们迅速发展

背后也蕴含着风险，如没有流动性、存贷比以及存款准备金率

等方面的管理，一旦发生大面积的挤兑，连锁效应对金融市场

带来的风险难以预计。

证监会发言人张晓军近日还公开表示， 正在研究制定进

一步加强货币市场基金风险管理和互联网销售基金监管的有

关规则。 可能要求基金公司就所投资银行协议存款用风险准

备金做出保障， 货币基金提前支取银行协议存款不罚息的相

关条例未来也会取消。

在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意见中， 还包括了将互联网金融货

币基金存放银行的存款纳入一般性存款， 如果银监会调研并

采纳了这则意见，这类互联网理财产品就需要计算贷存比、上

缴人民银行备付金、一般性存款利率最高只能上浮 10%，上述

举措将大大遏制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发展。

不过，有观点指出，虽然目前监管部门有所介入，但从实

际来看当前监管层对于互联网金融这一创新性业态的研究不

够深入，对伴随涌现出的问题的性质认识模糊。 因此，如何能

保证监管到位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余额宝：

突破“围剿”挑战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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