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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平台“导流”下，部分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引起监管当局关注 

近期，互联网平台纷纷下架银行存款类产品，引发部分人士对银行流动性的担忧。

互联网平台代销银行存款、大额存单等产品，是 2018 年以来兴起的一种互联网

“揽储”模式，帮助部分地方中小银行突破地域约束，在全国范围内“高息揽储”。

年初以来，当局对存款类产品创新关注上升；近期，央行相关领导指出，互联网

平台存款业务属“无照驾驶”，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随后，相关业务陆续暂停。 

互联网平台“导流”下，部分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有些甚至在一年时间

内翻番。据不完全统计，互联网平台存款类产品，主要由一些城商行和民营银行

提供，具有存款利率高、存取操作方便等特征；互联网平台“导流”下，相关中

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部分城商行、民营银行 2019 年存款规模甚至翻番。 

⚫ 互联网平台存款对利率敏感性高、客户粘性低等，导致相关银行负债稳定性低 

互联网平台存款变相“高息揽储”、对利率敏感性高等，或导致对其依赖度较高

的银行负债稳定性偏低、资产风险增加。部分互联网平台存款，通过分段付息等

方式抬高存款利率，突破利率自律定价上限，而开放性高、利率敏感性高、客户

粘性低、随时支取等特征，导致其稳定性远低于线下，容易高估银行流动性考核

指标。同时，高利率存款推动银行追求高收益资产，导致银行资产端风险增加等。 

伴随当局重视度提升，规范互联网平台存款等措施或逐步落地，帮助防范银行流

动性风险等。近期央行相关领导强调，要深入研究互联网平台存款等传统金融的

新业务模式、完善规则制度和加强监管，建议明确银行准入资质和标准、研究出

台针对高风险银行吸收存款行为的有关法规、完善审慎监管指标和相关规则等。 

⚫ 平台存款治理，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冲击或有限，对部分中小银行影响可能较大 

监管趋严下，互联网平台存款规模增长或放缓，甚至不排除规模下降的可能。随

着监管加强，互联网平台主动下架银行存款类产品等，或使得相关存款规模增长

放缓，部分产品提前赎回的压力或上升，进而导致存款规模下降等。中长期来看，

平台存款治理，有助于遏制银行流动性风险，也有利于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 

互联网平台存款治理，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冲击或有限，对部分前期参与较多的中

小银行影响可能较大。参与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的银行，体量多较小、存款规模

占比不高，据不完全统计，相关银行存款规模占比只有 4.1%；同时，多数银行同

业市场参与度较低，叠加治理过程平稳有序，使得银行体系受到的流动性冲击或

相对有限。但是，对于前期相关存款增长较快、依赖度较高的银行影响可能较大。 

⚫ 风险提示：测算过程中的偏误和遗漏、监管升级等。     

相关研究报告 

宏观研究团队 

开
源
证
券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宏
观
经
济
专
题

 

宏
观
研
究

 

 



宏观经济专题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2 / 9 

 
 

目  录 

1、 互联网平台存款治理的原因及影响 .................................................................................................................................... 3 

2、 研究结论： ............................................................................................................................................................................ 6 

3、 风险提示 ................................................................................................................................................................................ 7 

 

图表目录 

图 1： 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从兴起到监管趋严 ................................................................................................................... 3 

图 2： 互联网平台存款的运作模式 ........................................................................................................................................... 3 

图 3： 互联网平台存款利率高、起存低、操作便捷 ............................................................................................................... 3 

图 4： 城商行和民营银行发行互联网平台存款产品较多........................................................................................................ 4 

图 5： 2019 年间，部分中小银行存款增速超过 100% ............................................................................................................ 4 

图 6： 互联网平台存款产品期限以 3-5 年居多 ........................................................................................................................ 4 

图 7： 互联网平台存款利率显著高于银行存款利率 ............................................................................................................... 4 

图 8： 未来，监管或更加明确准入资质、完善监管指标........................................................................................................ 5 

图 9： 互联网平台存款利率明显高于一般存款利率，接近贷款利率 .................................................................................... 6 

图 10： 发行互联网存款产品的中小银行存款占比相对低 ...................................................................................................... 6 

图 11： 中小银行存款增长要明显快于贷款.............................................................................................................................. 6 

 

表 1： 互联网平台存款存在的潜在风险 ................................................................................................................................... 5 

 

  
 

  



宏观经济专题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3 / 9 

1、 互联网平台存款治理的原因及影响 

近期，互联网平台纷纷下架银行存款类产品，引起部分人士对银行流动性的担

忧。互联网平台代销银行存款、大额存款等产品，是 2018 年以来兴起的一种互联网

“揽储”模式，帮助部分地方中小银行突破地域约束，在全国范围内“高息揽储”。

年初以来，当局对存款类产品创新的关注度上升；近期央行相关领导指出，互联网平

台存款业务属于“无照驾驶”，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随后，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陆

续暂停，部分人士担忧会否出现类似结构性存款压降带来的流动性冲击。 

图1：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从兴起到监管趋严 

 

资料来源：互联网金融平台、人民网、21 财经、开源证券研究所 

 

不同于一般存款，互联网平台存款“流量”大、收益高、操作便捷等。互联网平

台存款，本质上还是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只是互联网平台凭借“流量”

优势、帮助银行“揽储”，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商行和民营银行。相较于一般存款，互

联网平台存款利率普遍较高，例如，某 5 年期存款产品利率高达 4.875%、接近全国

自律定价机制的上限，且可以随时在线存取、操作便捷。与收益相当的结构性存款相

比，互联网平台存款门槛较低，近半数存款产品起存金额仅 50 元。 

图2：互联网平台存款的运作模式  图3：互联网平台存款利率高、起存低、操作便捷 

 

 

 

资料来源：互联网金融平台、开源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互联网金融平台、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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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导流”下，部分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有些甚至在一年内

翻番。据不完全统计1，互联网平台存款类产品，主要由城商行和民营银行提供、相

关银行数量合计占比近 9 成；产品期限以 3-5 年居多，平均利率较同期限的定期存款

高出 1 个百分点左右。“高息揽储”与互联网平台流量等共同作用下，相关中小银行

存款规模快速增长，部分城商行、民营银行 2019 年存款规模甚至翻番。 

图4：城商行和民营银行发行互联网平台存款产品较多  图5：2019 年间，部分中小银行存款增速超过 100% 

 

 

 

数据来源：互联网金融平台、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互联网金融平台、开源证券研究所 

 

图6：互联网平台存款产品期限以 3-5 年居多  图7：互联网平台存款利率显著高于银行存款利率 

 

 

 

数据来源：互联网金融平台、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互联网金融平台、开源证券研究所 

 

然而，互联网平台存款变相“高息揽储”、对利率敏感度高等，或导致对其依赖

度较高的银行负债稳定性偏低、资产风险增加。部分互联网平台存款，通过分段付

息等方式抬高存款利率，临近甚至突破利率自律定价上限。而开放性高、利率敏感性

高、客户粘性低、随时支取等特征也使得平台存款的稳定性远低于线下，容易高估银

行流动性考核相关指标。同时，高利率存款推动银行追求高收益资产，导致银行资产

端风险增加。此外，平台存款的模式运行过程中，还会面临账户管理、资金出入等方

面的合规风险和储户分身认证信息、财务信息泄露等其他问题。 

 
1 如无特指，本文互联网平台存款产品样本选取的是 2020 年 12 月 16 日当天 6 家互联网金融平台上线的存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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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互联网平台存款存在的潜在风险 

问题 具体内容 

存款营销 
互联网平台存款模式的实质：信息展示/存款营销/无牌照提供银行产品和服务、非法金融活动，必须从严认定。这类

平台没有相关业务的金融牌照，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实质是 “无照驾驶”开展金融业务，属非法金融活动。 

扰乱存款利

率市场机制 

通过分段付息等方式变相抬高存款利率，扰乱存款利率市场机制。部分银行通过缩短付息周期或发放加息券、现金奖

励等方式变相提高互联网平台存款产品利率，直接突破利率自律定价机制上限。 

定位偏差 
地方法人银行偏离业务发展定位，中小银行吸收互联网存款突破了传统渠道的空间限制，从资金来源看，已成为全国

性银行，与立足于当地、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市场定位存在偏差。 

流动性隐患 
高风险银行通过互联网平台吸收存款，饮鸠止渴，流动性隐患突出。这些高风险银行用貌似稳定的不稳定资金来源维

持其高风险资产运营，进一步加剧自身风险。同时，平台存款的跨地域属性增加了风险的外溢性，加大了处置难度。 

资产端风险

增加 

一些中小银行以高利率在互联网平台揽储，并向平台支付“导流费”，进一步推升其负债端资金成本，将刺激银行寻

求高收益资产，将资金投向高风险领域。 

流动性管理

挑战增加 

互联网平台存款具有开放性、利率敏感性高、异地客户为主、客户粘性低、随时支取等特征，存款稳定性远低于线

下，增加了中小银行流动性管理的难度。同时，平台存款全额计入个人存款，导致流动性匹配率、优质流动性资产充

足率和核心负债比例高估，不能充分揭示银行的流动性状况。 

合规风险 
存款人的实名认证、尽职调查等均不同于线下，中小银行自身的技术能力又不足以支持业务的持续监测，在账户管

理、资金出入等方面存在合规性风险，并可能触犯反洗钱有关规定。 

侵害消费者

权益 

在未取得客户充分授权的情况下，一些互联网平台实际接触了客户的个人身份认证信息和财务信息，相关信息可能被

平台与银行共享，侵犯客户隐私。此外，部分平台的产品分类展示不规范，存在宣传误导。 

资料来源：21财经、开源证券研究所 

 

互联网平台存款的风险隐患已引起监管当局重视，针对相关业务的研究治理已

然开始。监管当局对存款创新一直保持审慎态度，年初即要求整改定期存款提前支

取、靠档计息等不规范存款“创新”产品。近期央行相关领导强调，要深入研究互联

网平台存款等传统金融的新业务模式、完善规则制度和加强监管，建议明确银行准

入资质和标准、研究出台针对高风险银行吸收存款行为的有关法规、完善流动性监

管指标、增加对互联网平台存款依存度监测等。 

图8：未来，监管或更加明确准入资质、完善监管指标 

 
资料来源：21财经、开源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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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趋严下，平台存款规模增长或放缓、甚至下降，有利于遏制银行流动性风

险、降低负债端成本。伴随着监管加强，互联网平台主动下架银行存款产品等，或使

得相关存款规模增长有所放缓，部分产品提前赎回的压力可能上升，进而导致相关

存款规模下降等。中长期来看，规范互联网平台存款，有助于引导银行合理管理负

债、防范流动性风险等，也有利于降低银行负债端成本。 

图9：互联网平台存款利率明显高于一般存款利率，接近贷款利率 

 

数据来源：Wind、互联网金融平台、开源证券研究所 

 

互联网平台存款治理，对银行体系流动性冲击或有限，对部分前期参与较多的

中小银行可能较大。参与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的银行，大多体量较小、存款规模占比

不高，据不完全统计，相关银行存款规模占比只有 4.1%；同时，多数银行同业市场

参与度较低，叠加治理过程平稳有序，使得银行体系受到的流动性冲击或相对有限。

但是，对于前期相关存款增长较快、依赖度较高的银行影响可能较大。 

图10：发行互联网存款产品的中小银行存款占比相对低  图11：中小银行存款增长要明显快于贷款 

 

 

 

数据来源：互联网金融平台、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互联网金融平台、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2、 研究结论： 

（1）互联网平台“导流”下，部分中小银行存款规模快速增长、有些甚至在一

年时间内翻番。互联网平台代销存款、大额存单等产品，是 2018 年以来兴起的一种

1.0%

1.9%

2.8%

3.7%

4.6%

5.5%

3个月 6个月 1年 18个月 2年 3年 5年

平台存款加权利率 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银行贷款利率

3.5%

3.7%

3.9%

4.1%

4.3%

0.5

0.9

1.3

1.7

2.1

2.5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万亿元)

部分发行互联网存款银行存款合计规模及占比

存款规模 占中小银行比重(右轴)

0%

80%

160%

240%

320%

400%

0

120

240

360

480

600

2018 2019 2018 2019

发放贷款及垫款 个人存款

(亿元)

某城商行贷款与存款增长情况

规模 增速(右轴)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6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