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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1月24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

于2月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市场提供长期流

动性约1万亿元；1月25日将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利

率0.25个百分点，并持续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潘功胜表示，经中央批准，人民银行将设立信贷市场

司。2024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加大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

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力度。下一步将继续发挥货币政策工具

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工具创新，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做

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

大文章”。

央行宣布2月5日降准0.5个百分点
设立信贷市场司 做好“五篇大文章”

刚拿到年终奖，杨先生就盘算着把这笔钱存上一

年，准备选择利率稍高一些的大额存单或结构性存

款。“没想到这年头存个钱都得靠抢！”多家银行网点的

大额存单产品额度售罄，他守在手机银行第一时间购

买了某城商行的一款一年期利率为2.1%的大额存单。

记者以储户身份咨询多家银行获悉，作为存款产品

的一种，大额存单比普通定期存款有相对高的收益水

平，开年就处于“手慢无”的状态。“我们的大额存单没有

额度了，建议您关注定期存款或五年期保险类理财产

品。”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网点客户经理均表示，这两家

银行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2.35%。

大额存单产品受追捧，与存款利率下调有密切关

系。去年末，2023年的第三轮存款降息引发广泛关

注，多家国有大行下调存款利率，调整涉及通知存款、

零存整取、整存零取、存本取息等存款品种，其中定期

整存整取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下调25个基点，意味着

20万元存三年利息将减少1500元。随后，股份制银

行、中小银行的存款利率也跟进下调。

“一年定期存款利率 1.7%、两年 1.9%、三年

2.35%，比挂牌利率有上浮，1万元起存。”在工商银行

和建设银行网点，客户经理介绍，这是下调后的最新

存款利率。

存款利率降低后，存在银行里的钱带来的利息收

益少了，“存款搬家”现象渐显。有不少人尝试购买活

钱理财或其他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定存时间长而且利

率越来越低，我把一部分存款转入利率更高的中小银

行，同时配置中低风险的债基和货币基金，收益还不

错。”从事金融业的北京白领史女士说。

多家银行网点理财经理透露，还有不少储户倾

向于转投利率相对较高的部分保险产品，例如以增

额终身寿险、分红险为代表的储蓄型保险。“最近五

年期保险产品卖得很好，您要买的话得提前预约额

度。”位于朝阳区望京附近的一家建行网点理财经理

说，不过该行目前暂无五年期以下的银保产品在售。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由于居民短期

内风险偏好依然较低，即便下调存款利率，预计存款

规模仍将保持上升趋势。不过从中长期视角而言，

“存款搬家”的现象或将强化，银行理财等低风险资管

产品有望迎来增量资金。

在存款利率持续下行的大趋势下，居民该如何打

理好自己的钱袋子？多位银行理财经理提示用户结

合需求理性配置，收益率可能更高的理财产品存在净

值波动，用户要理性认识风险收益关系。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建议，如果投资者经验

相对少、风险偏好比较低，可以在存款之外配置一些

货币基金、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储蓄国债等，既能

增加一些收益又相对稳健；如果投资风险偏好比较

高、投资能力比较强，投资者可以适当增配股票、基

金，但要根据自己的投资能力、风险偏好、投资经验

等进行配置。 据《北京日报》

多地进入“两会

时间”，2023年经济数

据也密集出炉。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目前，

已经有 21 个省区市

公布 2023 年 GDP 数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初步核算，2023

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1260582亿元，按不变

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5.2%。

部分省份实现新

量级的突破。经济第一大省广东成为全国首个全年GDP突

破13万亿元的省份，经济总量连续35年居全国首位。

从GDP增速看，21省份中有12个省份跑赢全国，依次为海

南（9.2%）、内蒙古（7.3%）、甘肃（6.4%）、吉林（6.3%）、重庆

（6.1%）、山东（6.0%）、浙江（6.0%）、四川（6.0%）、江苏（5.8%）、安

徽（5.8%）、河北（5.5%）、辽宁（5.3%），北京（5.2%）与全国持平。

21省份去年GDP出炉：
12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

存款利率下调大额存单产品走俏

“存款搬家”要认清风险收益

1月24日上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袁野介绍，2023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9.8万亿元、利润

总额2.6万亿元、归母净利润1.1万亿元，实现高质量的稳步增

长；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含房地产)5.09万亿元、同比增长

11.4%，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2.18万亿元、同比增

长32.1%；研发经费投入1.1万亿元，连续两年破万亿。

2023年央企成绩单公布
实现营收39.8万亿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主任宋京燕在人社部四

季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23年底，全国社保卡持卡人

数达13.79亿人，其中9.62亿人同时领用了手机中的电子社

保卡，2023年电子社保卡全年服务151亿人次。

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79亿人

新年伊始，不少市民都关心手里的钱该如何配置。近期，银行密集调降存款挂牌利率，为2024

年贷款重定价和实体企业融资成本下行打开空间，也影响着居民的钱袋子。

存款利率下调趋势下，很多用户开始寻找收益更高的产品，进一步推动“存款搬家”。大额存单、

结构性存款、保险类产品成为低风险投资者新宠，部分产品额度紧俏。多位业内人士提醒，用户要理

性认识风险收益关系。

财经资讯

还有十几天，就是中国的农历春节。快递网站纷

纷挂出“春节不打烊”的牌子，货物转运中心、服务网

点正常运营，客服24小时在线……中国快递企业在节

日档口的“灯火通明”，传递了经济发展的温度。

2023年中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20.7亿件，同

比增长 19.4%，连续十年居全球第一。这些快递包括

国内国际快递，交易对象遍布全球。“不到 5 天，线上

下单的汽车检测仪就送货上门了。”西班牙消费者若

泽·罗德里格斯最近的一次跨境消费体验，让他惊叹

中国快递的速度。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一环，快递业务量是观察

中国经济的重要实物量指标。是什么推动中国快递

业欣欣向荣？这离不开需求端的拉动、供给端的“给

力”以及中间渠道的有力支撑。

快递“跑”起来，首先是因为消费者“买”起来。

14 亿多中国人，构成全球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平

均每天产生 3.5 亿个包裹——这是中国快递业当下

的规模。2023 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

献率达 82.5%，拉动经济增长 4.2 个百分点。目前，中

国网民规模超过 10 亿，实物商品网

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7.6%，近1/3。

在供给端，能不能快速交货，关

系到客户的体验感和满意度。目前，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

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强大

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供应链优势，为

中国企业的生产速度和反应灵敏度

提供了有力保障。

供需之间，交通基础设施和物流

体系就像“血管”，保证了货畅其流。目前，中国已建

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世界级港口

群，形成单程长度超过4870万公里、快递服务营业网

点超23万处、日均服务超7亿人次的巨型网络。就像

美国普利茅斯岩保险公司董事长詹姆斯·斯通对《国

际锐评》所说，“中国政府非常擅长基建。高质量的高

速公路和铁路，为企业以低成本高效运送商品创造了

条件”。

更重要的是，物流的智能化、信息化升级为硬件装

上了“大脑”。在山东青岛一家智能物流园内，一个个

装满商品的货架仿佛长了脚，在场地中自动穿梭。原

来，这是货架下方的机器人在进行分拣和搬运。“人找

货”变成了“货找人”、分拣效率超过人工5倍多、智能穿

戴设备让快递员平均每票收件缩短12秒……小包裹跑

出加速度，折射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勃勃生机。

如今，中国快递已经成为一张闪亮的中国名片。

它的业务量节节攀升，体现了生产消费热度上升，反

过来又促进了需求释放。每一个“小”包裹，都是中国

经济稳中向好的生动注脚。 央视新闻

2023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完成1320.7亿件

“小”包裹里的“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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