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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披露，2022 年，银行发行同业存单热情不减，大多数银行的计

划发行额度较 2021 年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上涨。另据通联数据 DataYes 不

完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23 日，已有超 200 家银行发布 2022 年度

同业存单发行计划与发行公告，其中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是同业存

单发行主力。另外，今年以来已有近 140 家银行陆续发行了总计超 9200

亿元的同业存单。预计未来还将有更多的商业银行持续跟进。 

看到这则消息，很多金融业内人士或外部读者想不明白，缘何商业银

行在发行同业存单上拿出那么大的解数，且劲头相比往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商业银行如此热衷发行同业存单？商业银行为何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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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措存款，提高自身吸收公众存款的能力，扩大存款规模不是可以替代同

业存单吗？尤其令人想不通的是，发行同业存单的利率往往高于从民众手

中吸收存款的利率，发行同业存单让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变得更高、不是

要侵蚀商业银行经营利润吗？据相关机构披露，近期银行发行的同业存单

利率一般维持在 2.2%左右，和央行政策利率大体相当，这比商业银行向公

众吸引的活期存款和 1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高得多。目前，同业负债占银行

负债的比例在 20%-30%之间，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上行将拉动银行负债成

本大幅上行。 

大家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银行同业存单：同业存单是作为同业存款的

替代品出现，完善同业借贷市场 Shibor 报价的短、中、长期利率曲线。同

业存单是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全国银行间市场上发行的记账式定期存款凭证，

其投资和交易主体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成员、基金管理公司及基金

类产品。存款类金融机构可以在当年发行备案额度内，自行确定每期同业

存单的发行金额、期限，但单期发行金额不得低于 5000 万元人民币，其

发行的期限通常分为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9 个月和 1 年等 5 种，最长

期限不能超过 1 年。换言之，发行同业存单是商业银行拓宽融资渠道、解

决融资困难的一种具有临时性和常用性的融资手段，也是银行主动负债管

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发行同业存单有助于扩大商业银行负债规模，有利提

升商业银行主动负债管理能力，进而为做大做活资产规模创造有利条件。 

了解了银行同业存单的内涵及其实质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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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热衷发行同业存单了，一句话，商业银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大凡

有办法筹集到更多的存款、有效拓展负债来源和扩大负债规模，估计商业

银行是不会对发行同业存单乐此不疲了。显然，当前商业银行热衷发行同

业存单是受三种因素驱动的： 

首先，发行同业存单虽然利率高一些，但资金规模大且相对稳定，有

利于商业银行科学合理安排资金运用与管理，利好实体企业融资。 

众所周知，商业银行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一是央行再贷款、中

长期借贷便利、降准等途径释放；二是同业相互调剂，即各商业银行通过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相互进行资金调剂，包括发行同业存单；三是储蓄存

款，即通过各种方式向公众吸收的定期和活期存款。目前来看，央行释放

的资金、再贷款以及其他货币政策操作工具释放的资金利率相对较低，从

公众吸收存款的利率相对较高，但吸收公众存款的利率与银行同业存单相

比又要显得更低。即便如此，商业银行在当前“金融脱媒”加剧，社会资

金不断分流到股市、债市、楼市等各领域，更加剧了银行吸引公众存款的

难度。大型商业银行由于本身的品牌效应，公众愿意将存款存入之外，中

小商业银行尤其是地方中小法人银行机构受到经营规模及其社会声誉等多

方面因素影响，吸收存款难度加大。针对这种情况，不少商业银行虽然加

大了向公众揽储的力度，但由于存款市场蛋糕总量有限导致竞争加剧，效

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只能把扩大负债规模的目光瞄准了同业存单。发行银

行同业存单虽然多支付一点利息，但收效自然是向公众吸收存款所不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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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的，能够收到立竿见影之功效，可及时扩大负债来源，也为拥有富裕资

金的大型商业银行提高资金运用效益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所有银行间的

资金被激活并实现了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于提高整个银行资金使用效

率起到了积极作用。最为重要的是中小商业银行通过发行同业存单，有效

扩大了资源来源，加上同业存单时间相对固定，能保持资金的稳定性，有

利中小商业银行合理安排资金使用与管理，更利于中小微实体企业获得有

效的信贷支持，对破解实体企业融资难将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各项监管措施趋严压缩非标业务，使得影子银行生存空间狭窄，

加上资管新规实施之后，更使银行面临负债端压力、揽储压力，为弥补自

身资金不足，不得不通过发行同业存单来解决。 

前几年，金融市场秩序较为混乱，银行监管套利、资金空转等乱象突

出，导致了影子银行的急剧膨胀，埋下了潜在的金融风险，对此当时成立

的银监会掀起了几轮监管风暴，与央行一道对银行理财市场乱象进行了有

效监管，出台了资管新规，在如此严监管态势下，当前所有商业银行尤其

是中小银行在揽储方面遭遇到了较大困难和压力，高息揽储被叫停后，结

构性存款收缩，中小银行的储蓄存款来源减少，不少中小商业银行存款负

增长，这加大了中小银行需借助银行同业市场来补充自身资金缺口的危机

感和紧迫感。 

同时，对于商业银行来说，“祸不单行”，前期股市回暖，部分存款

流入股市，银行存款流失情况更加严重，银行负债压力加大。尤其是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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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监管部门规范结构性存款之后，结构性存款呈现持续下滑态势。据央行

披露数据，截至 2021 年 11 月末，中资全国性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5.46

万亿元，环比下降 2.39%，同比下降 26.81%，创下 2016 年 12 月以来最

低水平。且显现了两个方面的特征：大型商业银行压降压力较大；二是结

构性存款规模的持续压降以及收益率的下降，对储户的吸引力也在减弱。

同业存单来维持负债端的稳定也越来越困难；尤其是结构性存款规模继续

回落，将使得银行的负债规模有所降低，因此银行需拓展新产品来适应未

来发展。与此同时，由于结构性存款的利率与其他定期存款等相比成本较

高，银行难以再大规模通过结构性存款拓展负债端资金来源。只能通过发

行银行同业存单来解决资金来源不足之压力。 

再次，近年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扩张速度较快，尤其是信贷业务大幅增

长消耗了商业银行流动性及其资本，使得资金捉襟见肘，商业银行为弥补

流动性以及资本金不足，有时也只得通过发行同业存单来临时应付。 

大家知道，商业银行随着房地产高歌猛进，近二十年来资产负债规模

扩张迅猛。据央行披露的数据，截止 2021 年 6 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

资产 3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而 16 年前的 2005 年中国商业银行总

资产达仅 30 万亿元人民币，扩大了 11 倍，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2 位数以

上。加上当时存款也保持高整度增长，有力支撑了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快速

扩张；而近两年则情况出现了反转，商业银行吸引存款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比如自 2021 年以来，受监管趋严、公开市场违约现象增加等影响，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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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6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