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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

生活调控方式的改革， 通过对居民储蓄存款利率的

调整， 以达到对经济运动的过程和趋向的干预， 进

而实现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 巳为政府所日益重视

和广泛利用。 而近年大懿生动的实践， 也为人们科

学地总结这一调控手段的经验和教训， 提供了丰富

的资料和深刻的包索。 认真地对其进行反思， 无疑

能对今后更好地运用这一经济杠杆提供理论依据和

实证借鉴。

归纳近些年， 我国对居民储蓄存款 利率的 调

整， 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利率调整次数频繁、 幅度大， 且一直以上

升为主。 改革前我国居民存款总额不多， 存款占国

家信贷投资总队比例十分有限，再加上人们对利息

的非劳动收入观念，以及国民经济单一的行政管理

手段， 国家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率， 不仅定得低，

而且很少变动， 所以在1978年前我国居民储苔存款

利率平均只在 2~3 ％左右， 且定期、 活期 间

利率差额不大。 但在改革的10年中， 则多次频繁调

整利率， 如从1978~1983年中就三次调高利率， 田

原来的平均3.06 ％提高到5.84%。 此后， 又几次调

高利率。 1988年四季度还开始举办三年保值存款。

到1989年时平均储蓄存款年利率巳达10 ％上下。 从

国库券利率可以简单透明地看到这一变动走势。 如

个人国库券1982~1984年期间年利率为 8%, 1985

年升为 9%, 1986年巳为10%, 1987和1988年也分

别为10.5 ％和9.5%。 从今年开始， 国家才连续两

次调低利率， 每次调幅在1个百分点以上。 这样从

1978年以来， 存款利率年均调动一次以上， 除最近

的两次是下调外， 其余均是上升的。 现在的居民储

裕存款平均利率巳接近1978年的 3 倍。

二是调整利率的原因， 由吸引建设资金为主转

向平息通货膨胀、 解决市场供需矛盾为主了。 80年

代前我国动员居民存款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 主义

建设中的资金不足， 具有单一性的目的和主动性的
特点。 而1983年后几次， 特别是1988年后的利率变

动，则是被迫的，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物价的大幅度

上升和市场供给不足引起人们的抢购， 试图通过调

整利率， 把居民消费推后。
三是利率调整幅度仍然不能与物价上升保持同

比例的速度， 即利率的上升一直不足以弥补物价上

涨给居民带来的损失， 据有人计算， 1983年全国平

均存款利息率为5.84%， 而在1979~1984年间， 全

国零售商品物价指数上升17.1 %， 平 均每年 为
2. 75%. 这样 3 年存款净损失为2.64元。 而在1985

年后物价指数上升以两位数计， 如此给存款户带来

损失更大。 而后来3年存款保值贴补率计算方法的

变化更是名曰保值， 实则不保。 如1990年按照国民

经济发展计划， 当年物价上升指数为16% （实际还

打不住）。 众所周知， 年物价上升16个百分点， 不

可能在某一个月内上升几个百分点。 这样， 即使是

8年储蓄也不存在取得保值贴补问题， 但事实上按

现行年息10 ％左右计算， 储户则在当年至少要降低

购买力5个百分点以上， 明显是吃亏的。

四是在时间上表现为调节的滞后性。 每次都是

在国民经济巳出现了通货膨胀， 才调整利率的。 这

对制止通货膨胀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毕竞是事后

的， 而且再一次调低利率时又必须以保证原有利率

不变为条件， 否则就要失信于民， 由此又要使企业

或国家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因而调控的成本也是

高昂的。

近年， 我国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注意到利用储

蓄利率这个杠杆， 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在工作中

取得的成效也是不容抹熬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
面： 一是几年来吸收了大屈存款， 不能说不与存款

利率的提高有一定关系。 如1956~1977年全国城乡

居民储蓄存款增长，总额为154.9亿元，年均增 长 7

亿元。 而1979~1984年的 7 年中， 储蓄额增长1033

亿元， 年均增长147,59亿元， 以后 6 年又进一步上

升到5000多亿元， 年均500亿元以上。 储蓄额 的迅

猛增长， 并形成为国家投资的重要来源， 也给人们

使用利率杠杆调控经济带来重要前提和巨大效应。

如1978年居民储蓄占总储蓄额不到40%， 当时储蓄

款占社会投资来源总额的比例不过5.5% ； 而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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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居民相庄休储性秞巳占全祁（市占韵的5,1, 4%， 储
茬款占社会投资来府总额比问上升刲34.4%， 而今
年一 季屯1诸芭款即猛增619亿元之多。 总之，储菩牧
巳在社会经济生活甲占有十分玉要的地位。 二是使
储苔结构有了变化， 定期存欱占有正要份额。 如
1973年后经 5 次利年调整， 到 1985年定期存饮已占
总估款额的81. 9%。 而现在在总储款中的定期存款
已达90 ％左右。 三是对压抑通货膨胀起到了临时化
解的作用。 尤其1985年末和1988年四季度的两次抢
购风， 国家及时提高利率， 并实行保值存款， 稳定
了人心， 吸收了大量存款， 对平息这股风起到了一

定仵用。
但是， 我们更应看到其巾的不足， 只有这样，

才能对今后更科学熟练地使用存款利率手段调节经
济活动发挥更大作用。

甘先， 通过提高利率吸收存款， 只能平息而不
能根治通货膨胀。 在一定的收入及消费结构下， 居
民把更多的钱存入银行， 只是推迟消费而已。 困在
我国H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并非是估格不足， 而
提高居民储蓄愿望和机制也不是利率的单一 因素可
以达到的。 总之影响二者的因素的探层根据是不同
的， 而现实中之所以发生了有效的作用， 其原因是
二者在礼会中某一反应交又的结果， 而不是逻辑上
的因果必然关系。 也就是说，扩大储蓄片不能从根
本上医治通货膨胀， 如果滥用这一杠杆可能会带米
副作用， 是 “ 饮鸠止渴 ” 。 当前我国储裕过旺而市
场需求不足， 以至不得不连续降低存款利率， 就是
这种埋论判断的事实根据。

其次， 在启动存款利宇杠杆中， 较多考虑的是
解决市场供求方面问题。 这种礼流通、 轻生产的经
济调控目标不可取， 它不能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之
巾。 按照良性循环的本意是：居民增加储菩一今银
行增加贷款一今企业增添设备一今生产发展一千居
民收入增加， 然后进入下一轮循环阶段。 它是以生
产为中心， 间接作用于市场的。 而我国较多地把储
蓄直接作用到消费品市场， 较少地顾及生产环节，
当然不可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过高的贷款利京和
利巴的压抑使企业出现不景气， 这巳不是推论而成
为客观韦实。

最后， 存款利率调整过速、 幅度过大巳使居民
产生不安。 过去我国长期不动利率不对， 现在过多
过大调整也不妥。 因如果最终通过生产领域的变化
影响市场的话， 必须要有一个时间过程， 非得一定
的周期才能使效用得到发挥。 这样过度频繁调整利
率就是缺乏根据的。 而且这样过多的变动利率， 也

是现在很行郘I l的职上¥听和操作各I-）什无力尔受
计息上的困难， 更使居民对其产生疑虑． 还使他们
对国家许沿久去估赖， 进而使今行的刊息杠打效果
失灵。

总之， 我们在经济扔控中， 要充分地使用储蓄
存款利率这一经济杠杆， 但也不能对它的作用过l
夸大， 更不宜利用它去实现无法达到的自的。

丰富的实验为我们从较高层次上， 对居民存款
利率杠杆的有关问题作理论思索， 也能使人们今后
进一步用足用好经济生活中这一调节手段提供了有
益的启示。

第一， 储菩存款利息率调节对象或作用， 只影
响到人们收入中的积累与消费的有限比例， 作用不
可夸大。 因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收入水平下， 人们的
基本消费水平是相对稳定， 变化不大的， 就是说利
率高低对居民存软偏好影响不十分大， 是有限度
的。 而最能引导居民储挤的是收入的大小；在收入
不变情况下， 诱使居民产生储菩欲望的是存款的目
的。 近年我国居民储格之所以大幅度上升， 其根本
原因还是在于居民收入的迅猛增加。 统计数字表
明， 我国居民的储蓄率并不低。如80年代初， 我国
储菩额占国民收入36%， 而一般低收入 国家仅为
7 %，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也不过22%，只有日本等少
数上中等以＿卜收入的国家会有如此高的比例， 而他
们的收入是我国8倍之多。而且在1978~1988年间，
我国城乡居民储菩增长17倍， 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和
居民消费的婿长速度。 不要忘记的是， 此间我国的
物价指数上升是JO个百分点。 从横向纵向的数字比
较中可以看到， 我国储菩率并不低， 消费也并不过
头。 而今后如果要进一步吸收存款， 主要的手段不
能行提高利率， 而是让居民有积菩的目的和投向，
如购买房产， 为防老和医疗、 子女上学等， 而且在
这些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如10年改革中， 城市职工
工资年均增长8.2%， 但住房开支占人均年工资平
均支出， 1957年是2.32%, 1981年为1.39%, 1987 

年进一步下降为0.87%。 又如居民家庭教育费用支
出比例， 发达国家在7％以上， 即使印度也占
3.3%， 而1987年我国（城市）才1.1%。

这样我们就要提出疑虑， 前些年一味以调高利
率为手段解决通货膨胀和市场滞胀问题的做法， 就
是值得怀疑的了， 至少是扩大了它的作用， 而今后
则要慎重使用。

第二， 决定存款适度利率的依据。 存款利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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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调节居民在家庭消费、收入和储菩三者间有限比
例关系。至千收入、储菩的绝对量不能也不应通过
利率调整达到。那么如何来确定存款利率的最佳星
呢？从理论上说，合理的利率是达到居民收入中的
消费适度，即保持一个适中的存款率；否则，存款
过多会不利市场活跃，存款过少就会使消费超前。
当然，存款利率也要适当考虑物价因素，但不能作
用最主要的依据。因为我国目前物价上升的重要原
因，是改革中价格结构性调整引起的，以生活必需
品上升幅度为最甚。如1988年物价上升最甚，据合
肥市调查统计材料，70％以上是由于副食品 引 起
的。1985年上海市的统计资料也与其结论大体 相
当。而存款大多数不是要购买这类商品。此外，我
们在物价调整中，工资相应提高，生活补贴增加，
巳弥补其损失。再说，我国居民收入以工资为主而
不是利息。总而言之，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要
使工资与物价要挂钩。事实上从过去所走的历程来
看，结构性的物价调整引起的价格水平上升，只要
是缓慢的分步进行的，并不一定会带动储 蓄 的 出
笼。如1986年储蓄余额是 “五五” 时期平均余额的
9 倍，净增1905亿元。物价上升并未引起储蓄存款

的出笼和挤兑风潮。此外，利率水平必须要考虑到
生产企业的消化和承受能力。如1989年我国储蓄平
均年利率巳达 10% ，贷款利率更高，如果再加上税
收，仅此两项就大约要占到企业资金盈利率的60%

以上，企业负担沉重。扩大储蓄目的是使生产投资
来源有渠道，在劳动力过多的我国，资金要素更为

｀ 

宝贵，但倘若企业无利用资金的能力，再多的社会
资金也是没有用的。何况我国工业生产效率（益）
低下，对高利率的资金消化要有一个过程。 事实
上，国外有些国家的存款利率也是不高的。如日本
1982年 1月份的半年储苔款利率为5.4%，一 年 的

为5.75%。而 1986 年8月 份 一 年 存 款 利 率才
3.75% ，两年的为4.16%。有人担心，国家银行存
款利率低了，民间会把资金吸引去，其实大可不必
为虑。在我国资金市场以国家银行为主，民间市场
占有比例很小，民间资金融通主要是为取得 一些高
额利润，而非社会平均利润。这样，即使国家存款
利率再高，也无法阻止它们的存在和以更高利率吸
引走一部分资金。国家要多吸引居民存款，除了必
要的利率外，更要从提高服务态度，方便群众，提
高工作水平上下功夫。

第三，储蓄存款利率要相对稳定，取信于民，
不宜大起大落，人们是否存款及其多大数量存于国
家银行中，一是对国家银行的信任，二是有稳定的预
期收入。如果利率起落过频，人们在心理上接受不
了，在家庭生活中的安排也会被打乱，而且调整利
率过多，在计算上不方便银行职工，也不方便群
众，储户对其利息收入难以验证，进而不大放心，
这些都会使储户在心理上造成不好反应。

第四，储蓄存款利率的上升，必须要与社会财
富的增长保持同步。否则，即使名义利率上升了，
储户的实际利益仍然无法得到保障，而且为今后通
货膨胀留下祸根。

《浦东新区金融体制模式研究》专家咨询会在我校召开

由我校金融系组织召开的（（浦东新区金融体制模式研究》专家咨询会，于1991年 6 月 5 日在我校专家
楼会议室召开。米自上海金融界、市科委的有关领导、专家教授和我校金融系有关教师共30余人参加了这
次会议。

去年9月，我校金誰系在系主任王学青教授的组织下，承接了由上海市科委和上海市浦东开发办联合
下达的课题《浦东新区金礁体制模式研究》。为听取专家教授们对该课题报告的意见，遂组织了这次专家
咨询会。

会议由课题组组长王学青教授主持，课题组副组长陆世敏副教授向与会专家教授概要介绍了课题的内
容，指出浦东新区金融业的发展，以逐步形成现代化、国际化的金融中心城市为总体目标。浦东新区金融
业的发展必须树立双重的目标导向：既要为开发浦东筹措必需的资金，不断提高资金运转效率，又要为开
放浦东而逐步建立起符合国际规范的企业化金融运行机制，讲求资金使用效益。与会专家对课题报告给予
高度评价，认为该课题研究报告观点不落案臼，对浦东新区金融体制的建立很有启迪。

（晓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