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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存款攀升至高位影响几何居民存款攀升至高位影响几何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居民更爱存钱了？日前，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022年
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2022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
万亿元，同比多增 6.59 万亿
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
万亿元。

数据公布后，“超额储蓄”
一词随之出现，成为茶余饭后
的热门话题。受访专家一致
认为，应该重视并正视这一现
象，通过增强市场经济活力，
稳定居民就业，丰富消费场
景，扭转社会预期，从而逐步
释放超额储蓄。

居民存款行至高位

北漂青年小王从事互联
网工作。疫情发生前，小王生
活开销除房租外在5000元左
右，但近两年，这个数字发生
了变化。

“疫情发生后，我意识到
了存钱应对风险的重要性。”
小王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过
去一年，他减少了游戏资金投
入，出门聚餐的频率也大幅降
低，现在月花费基本降低到
3000元左右，“在收益不确定
性增大的情况下，我宁肯先把
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和小王想法相似，投资消
费都更为谨慎保守的人不在
少数。

2022年第四季度，中国人
民银行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
了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倾向于“更多
储蓄”的居民占61.8%，比上季
增加3.7个百分点；倾向于“更
多消费”的居民占22.8%，与上
季基本持平；倾向于“更多投
资”的居民占15.5%，比上季减
少3.7个百分点。

“我国居民长期以来有着
较为强烈的储蓄习惯，老百姓
爱存钱，储蓄率一直相对较
高，居民存款占人民币存款的
比例在1995年第三季度达到
最高为 60.4%。”招联金融首
席研究员董希淼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随着国民经济快速
发展、居民投资理财意识增
强、金融产品供给丰富，居民
储蓄意愿有所下降，2017 年
底居民存款占人民币存款的
比例下降到 39.2%。但近年
来，居民存款重回增长轨道，
在人民币存款中的占比逐年
回升。

据了解，业界通常把显著
高于往年平常储蓄之外的储
蓄，称之为“超额储蓄”。中国
城市报记者计算发现，2022年
的住户存款较 2021 年多增
7.94 万亿元，较 2020 年多增
6.54 万亿元，较 2019 年多增
8.14万亿元。

此外，记者注意到，已有
多家券商对超额储蓄规模进
行测算，测算结果大致在3万
亿元至7万亿元。

受访专家提醒，居民存款
的持续增加，提高了我国经济
发展的韧性，一定程度上增
强了居民部门抵御风险的能
力，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
忽视。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
智库专家、商务部研究院电子
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分析，超额储蓄或将产生四方
面负面影响：一是制约经济发
展。超额储蓄会影响消费投
资的强劲动力，从而影响经济
的发展。二是影响社会保障
体系。超额储蓄会使得社会
保障体系的建立受到一定的
影响，使得社会的不平等程度
增加。三是降低消费投资的
活力。四是拖累货币供给
量。超额储蓄会导致货币供
给量减少。

多重因素共振

人们为何更爱存钱了？
中国城市报记者随机采

访了身边几位朋友，他们虽处
于不同年龄层次，但使其增加
储蓄额的原因大致相同：增加
安全感。

“疫情3年，老百姓的就业
和收入都受到影响，对未来预
期不稳定，为了在不确定中寻
找确定，增加存款成为重要方
式。”农文旅产业振兴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袁帅对中国城市
报记者说。

除了消费意愿下降，居
民资产配置变化也是推升储
蓄额的重要原因。一位年收

入超过 50 万元的白领向中
国城市报记者表示，去年金
融市场波动加剧，各项投资
表现平平，为了降低损失，他
把一部分用来投资的钱转为
储蓄。

“2022年，居民存款快速
增加，存款新增额创有统计以
来的新高，这种情况出现是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
飞鹏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首先，疫情反复
冲击，居民就业收入受影响，
对未来预期悲观，消费行为更
加谨慎，主动增加存款；其次，
疫情影响下，服务类消费等部
分消费场景受阻，客观上限制
了居民消费，同样增加存款；
再次，2022 年资本市场整体
表现不佳，理财产品两次出现
破净潮，居民投资更加谨慎，
赎回投资理财产品增加储蓄；
最后，房地产市场整体低迷，
居民购房消费不足，也增加了
存款。

洪勇持有相似观点：一是
宏观经济不稳定，导致民众的
信心不足；二是收入不平衡，
导致家庭储蓄水平不同；三是
投资机会不足，民众只能将资
金囤积起来；四是政府政策扶
持不足，不能满足民众的消费
和投资需求。

民生证券首席宏观分析
师周君芝团队研究研判，2023
年居民超额储蓄能否释放出
来，关键在于居民能否走出压
抑的风险偏好收敛状态，即决
定居民超额储蓄能否释放的
关键变量在于全社会风险偏
好能否被有效激活，而非取决
于简单的消费场景是否有所
修复。

如果释放，超额储蓄会流

向哪里？周君芝团队认为，居
民超额储蓄的消化历时多年，
流向哪里，关键是看哪个板块
对居民资金有足够吸引力。

“例如2013年的创业板牛
市、2014年的非标扩张、2015
年地产扩张，或多或少都有
2012 年超额储蓄释放的影
子。当然，那段历史先后经历
了创业板放开，2012年全国金
融工作会议放开金融市场，以
及2015年棚改货币化撬动新
一轮地产周期等政策支持。”
上述研究团队撰文称。

专家：保障居民收入提振消费

消费是稳定经济发展的
“压舱石”，超额储蓄是否影响
到了消费总量？

在2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召开的2022年商务工作
及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商
务部副部长郭婷婷表示，
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到44万亿元，与2021年基
本持平。

“新型消费发展态势较
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6.2%，占社零总额比重进一步
提升，达到27.2%。实体零售
保持增长，限额以上零售业实
体店商品零售额增长1%，消
费场景不断拓展，消费体验不
断提升。升级类消费需求加
快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
93.4%。”郭婷婷说。

商务部把今年定位为“消
费提振年”。商务部市场运行
和消费促进司司长徐兴锋介
绍，将从三方面做好消费工
作：第一，继续强化政策引
领。对已出台政策的落实情
况，进行督促检查，保证政策
落实落地落到位。同时，根据

今年新形势，聚焦汽车、家居
等重点领域，推动出台一批新
的政策，把政策的成效发挥到
最大。

第二，谋划重点活动，激
发市场活力。统筹开展全国
性消费促进活动，通过省市联
动、各地区互动、各相关协会
积极配合，兴商聚市，形成消
费热潮。

第三，继续优化平台载
体，持续发力。把县域商业建
设作为工作重点，同时深化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扩大智
慧商店、智慧商圈保障作用，
进一步提升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带来的生活便利性，多渠道
增加优质供给。

值得关注的是，在上述央
行的调查中，当被问及未来三
个月准备增加支出的项目时，
居民选择比例由高到低排序
为：医疗保健（29.6%）、教育
（27.9%）、社交文化和娱乐
（18.5%）、大额商品（18.5%）、
购房（16.0%）、保险（15.0%）、
旅游（13.3%）。

释放消费需求，归根结
底在于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
及能力。受访专家一致认为，
收入修复是消费修复的前置
条件。

“让人们敢花钱、愿花钱
关键在于市场经济活力，是
能够有保障性的收入和经济
来源，从宏观层面要稳固经
济大盘，政府和相关部门要
大力推进和落实相关政策措
施，促进市场主体经济的稳
步恢复，稳定居民就业，塑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丰富服务
行业消费场景，让老百姓对
未来生活增强信心，敢于花
钱消费，从而实现扩大消
费。”袁帅说。

山东青岛：
新春企业开工忙

近日，在山东自贸试

验区青岛片区，上汽通用

五菱青岛分公司的车间一

派繁忙景象。该企业正铆

足干劲，全力赶制市场订

单，力争新春“开门红”。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
通讯员 张进刚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