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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业竞争、场景金融与商业银行个人存款的付息成本

差异——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微观视角

周振
*1

【摘 要】：个人存款付息水平对商业银行零售业务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在理论推演的基础上，利用 2014—2016

年江苏 C 行各地市分行的年度数据，拟合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检验“同业竞争”与“场景金融”对商业银行

个人存款的付息成本差异产生的双轮叠加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同业竞争优势与场景金融

质量均对其储蓄存款付息成本有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占优的行业地位也有利于银行提升场景金融项目的宽度、广

度和深度，挖潜存量客户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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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存款付息率是商业银行存款产品结构、存款期限结构的集中体现，个人存款付息量高低直接决定了商业银行零售负债业务

的盈利水平。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纵深推进，价格变量作用凸显，资金效益尤为重要，对储蓄付息成本的有效把控成为银

行零售业务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如果付息率过高，会导致银行经营成本的上升和效益的下降；如果付息率过低，可能意

味着客户资源的流失和市场份额的下滑。因此，探究个人存款付息率的影响因素，确定不同银行机构间个人金融业务筹资成本

差异的原因，进而寻求零售银行能兼顾“沉淀低成本资金”与“巩固客户关系”的发展路径，成为亟待探讨的课题。

传统银行筹资成本理论主要关注资金成本加成（Roman Horváth，2012）、宏观经济（Carlo Migliardo，2012）、银行经

营（Benjamin Golez，2015）、市场营销效果（Ferre De Graeve，2007）等因素对银行存款付息成本的影响。近年来，由于“中

国利率市场化已基本完成”（周小川，2016），拥有利率自主定价权的商业银行间存款竞争程度不断加剧（周南等，2015），

学界开始着眼于国内银行同业竞争态势对个人存款付息成本的作用机理。如石中心等（2014）、陈彬（2016）等发现，利率市

场化改革通过对市场结构的作用影响银行业竞争度，而加剧的行业竞争普遍抬高了银行筹资成本。

然而，基于微观视角，银行储蓄不仅仅是一个“能获得利息收入的存款合同”，而且是“与存款相关服务不可分的契约”

（张桥云等，2009）。银行展示给客户的声誉保障、渠道组合及非金融权益均影响了客户对银行存款产品的种类选择与接受程

度，间接作用于商业银行个人存款的付息成本。近年来，为有效适应新的竞争环境，提升零售业务获客效率和客群粘性，商业

银行逐渐将存储、结算、融资等核心业务嵌入“医疗”“教育”“养老”“社区”类民生领域，在发展成熟、客群丰富的支付

通道上叠加支付服务场景，打造覆盖居民全生命周期的“场景金融”（见图 1），构建了“建行—途牛旅游”“平安银行—去哪

儿”“中信银行—阿里医疗”等多个知名场景应用平台，即通过与第三方合作伙伴的耦合互动，为特定客群提供“需求满足＋

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的综合化金融支持，大大延展了存款契约的内涵和外延。场景金融的兴起一方面是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

化背景下整合资源、开展异质化行业竞争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则激活了长尾客户流动性需求，吸收了支付通道的海量源头资金

和活期资金，有效地优化存款结构，降低了利率支付水平。有理由推测，“同业竞争”与“场景金融”的双轮叠加效应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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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零售银行个人存款付息成本形成机制的重要影响因子。

本文的目的在于在理论推演的基础上，利用 2014—2016 年江苏 C 行各地市分行的年度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

证检验“同业竞争”与“场景金融”对商业银行个人存款的付息成本差异产生的影响，以期为个人银行业务的长期发展策略提

供参考。

二、背景介绍、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研究样本背景介绍

互联网金融业态发展迅猛，深刻改变了金融产业的生态环境，商业银行被迫不断变革自身运营以适应外部场域变化。其中，

C行“个人客户金融生态系统”战略受到了外界广泛关注。该战略“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支付、权益为基

础，强调商业银行运用自身系统、渠道等资源，以系统内合作成员间的功能互补和供需匹配，构建向综合金融服务延伸的场景

金融合作链条。自 2014 年起，C行开始大规模建设场景化金融。

江苏 C 行个人条线积极践行总行战略，瞄准“旅游”“社区”“住房金融”“交通”四大板块，以金融 IC 卡行业应用为抓

手，与第三方合作机构在业务板块上相互关联，经济效益上相互叠加，客户触点上相互交叉，大力丰富营销和服务场景，调动

各方资源，整合各类金融与非金融权益，不断衍生新的合作模式和产品供给，以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客户体验。经多年建设，

江苏 C 行生活化场景金融的架构初显。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1.同业竞争对个人存款付息成本的关联路径分析

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商业银行手中有了制定利率的主动权，可根据自身的实力以及对市场的合理判断制定利率。2015 年，

为维护存款市场利率的平稳有序、促进行业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江苏省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组成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

和协调机制，在符合国家相关利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对全省金融机构自主确定的存贷款利率等市场利率及相关市场行为规范

进行自律管理。自律机制中较为重要的条款包括：银行业一般性存款利率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同期限基准利率的 1.3 倍、大额

存单的发行利率在同期定期存款利率的基础上上浮 40%等。江苏 C行作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省级分行，与其他银行机构在合规

自律的前提下自主定价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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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空间区位竞争理论，江苏各地市是彼此间相对独立的金融子市场。假设银行 i（i=1，……，n）在每个子市场 j（j=1，……，

m）内的存款余额为 Dij，每家银行 i将累计存款 Di，每个地区的总存款量为 Dj，则有:

再假定市场是分割的，各地区存款供给的市场存款利率 rdj各不相同，银行 i在 j地区面对的存款市场供给函数为 Dj（rdj），

市场存款利率 rdj是银行 i 的利率 rdij和竞争者的利率 rdij-i的函数；银行 i 在 j地区要考虑它和它的竞争者的存款利率所确定的

存款市场均衡利率 rdj对吸收存款总量 Dj=Dij＋Dij-i的影响，因而银行 i在 j地区的存款利率由 j地区的市场存款吸收的反需求函

数确定，为一条向上倾斜的存款供给曲线，即：

微分值为正表示，存款利率的提高会导致存款的增加，商业银行能通过提高存款利率以吸收存款。

同时，可令银行 i 在 j 地区的个人存款业务成本函数为:

在 FTP 管理机制下，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存款内转价格为外生给定变量 。

综合上述各式，银行 i 的利润函数可表示为：

银行 i 关于存款吸收的利润最大化条件为 。条件（4）结合（1）、（2）、（3）式的计算，可得银行 i在地区

j的存款边际产出最优化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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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中， 为 i 地区存款总量对银行 i 存款余额的导数，可视为衡量银行 i 在地区 j 同业竞争优势的变量。易发

现，该指标值越大，商业银行愈有能力在不降低储蓄余额的前提下，支付较低的存款利率以谋求较高的利差收入。据此，提出

如下假设：

H1：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同业竞争优势与其个人存款付息成本呈负向关系。

2. 银行场景金融发展质量对个人存款付息成本的关联路径分析

在存款利率一定的条件下，综合付息率取决于存款的期限结构。由于活期存款利率最低（见图 2），其占比越高，综合付息

率越低。

在“场景金融”中，商业银行围绕多边关联市场和多向关联产业链条，吸附规模可观的客户、资金、技术等市场核心资源，

将原网络渠道覆盖范围从客户资金服务市场延伸向家庭及小企业生活生产市场，将金融产品植入“吃、穿、住、行、用”各种

特定场景中，借助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有效地触碰客户的痛点和需求点，并以先进支付手段作为连接线上与线下的纽带，形成桥

接消费者支付行为的完整 O2O 闭环。这些措施通过提供契合用户需求的交易流程和服务，留存碎片化低成本活期结算资金，有

效地扩大了活期存款占比，优化了存款结构，降低了付息成本。支付场景越完善，金融生态系统就越完整，对活期存款的贡献

效应便越明显。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银行场景金融发展质量与个人存款付息成本呈负向关系。

3. 同业竞争对银行场景金融发展质量的关联路径分析

“创新与产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最大关联因素是国内市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波特，1990）。“场景金融”作为商业银行

与第三方机构跨平台合作的新兴业态，其成长发展与银行的同业竞争能力息息相关：首先，竞争优势强的银行更容易实现超额

利润的积累，对创新业务的资源投入潜力也更大，越有利于改善银行场景金融平台的服务质量；其次，竞争优势强的银行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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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运用资源优势与市场优势，广泛寻求第三方经营主体交换所需的资源、信息以及能力，丰富场景应用，促进“场景”与

“金融”连接和升华；最后，竞争优势的增强会提高银行的产品营销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扩大银行产品销售范围，提高客户

忠诚度，使场景金融更易获得市场认同，提增新业态创造的利润回报。

若遵循金融发展理论（赵光源，2015；陈银娥等，2015），从金融服务的“宽度”—客户持有银行产品的数量、“广度”

—客户使用银行产品的账务性交易笔数、“深度”—客户在某银行金融总量（客户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来衡量银行场景金融的

发展质量，可提出如下假设：

H3：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同业竞争优势与场景金融发展质量呈正向关系；

H3a: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同业竞争优势与场景金融的“宽度”呈正向关系；

H3b: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同业竞争优势与场景金融的“广度”呈正向关系；

H3c: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同业竞争优势与场景金融的“深度”呈正向关系。

三、计量模型与样本数据

（一）计量模型

为验证以上假设，本研究尝试建立商业银行个人存款付息成本与同业竞争、场景金融的关系理论模型，如图 3 所示。

该模型中，“同业竞争”和“场景金融”是两个无法直接测量的潜在变量，需要通过相应的指标变量进行描述（见表 1）。

表 1 潜在变量模型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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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变量 对应观测变量 观测变量描述 观测变量计算方法

同业竞争

al 银行网点数量的同业占比 C行线下营业网点数量与当地工、农、中、建四行的网点总数之比

a2
银行个人客户总数与当地常住人

口之比

C 行个人客户（有资产客户+零资产客户）数量与当地常住人口数

的比值

场景金融

a3 银行场景金融的“宽度” 持有 C行产品＞ 3 个的个人客户数量与当地常住人口数的比值

a4 银行场景金融的“广度”
使用 C行产品的年账务性交易笔数＞12 笔的个人客户数量与当地

常住人口数的比值

a5 银行场景金融的“深度”
在 C行金融总量（资产总额+负债总额）＞2000 元的个人客户数 量

与当地常住人口数的比值

内衍变量“商业银行个人存款的付息成本差异”（η）通过比较 C 行各分行的储蓄付息率 r 与当地个人存款的平均筹资成

本 R比较获得。考虑到江苏不同地区的市场环境与客群特征，以及 C 行各家分行的经营特点和营业力度均有较大差异，直接比

较各地存款的付息成本差异值有欠科学。为此，本文以江苏 C行全省个人存款余额的同业（指中、农、工、建四行，下同）占

比为标杆，模拟 C 行各家分行在同一市场出清境况下的修正储蓄付息率 r
*
，具体方法为：

令 C 行某一分行的个人存款余额为 B，同业占比为 S，储蓄付息率为 r，当地同业存款总额为 B/S，同业最高付息水平为 rmax，

C行全辖个人存款同业占比的平均水平为 。

若

各分

行的付息成本差异 。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 2014—2016 年江苏 C行 12 家地市分行的存款余额、付息率、网点数量及个人客户的年度数据为研究初始数据，共

36 个样本。大部分数据来源于 C 行员工渠道系统，还有一部分来源与同业交换及江苏统计年鉴。SEM 模型中外显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详见表 2。

表 2 外显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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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MIN MEDIAN AVERAGE STDEV

η 0.18% -0.16% 0.01% 0.01% 0.08%

al 28.34% 19.58% 25.50% 23.83% 2.86%

a2 80.40% 21.54% 42.51% 46.99% 15.87%

a3 33.96% 7.12% 17.52% 17.23% 7.98%

a4 32.44% 7.66% 16.39% 16.24% 7.37%

a5 22.33% 5.16% 12.40% 12.32% 5.38%

数据来源：C 行员工渠道系统、江苏统计年鉴、同业交换、作者计算。

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拟合

1.样本数据预处理

鉴于本文样本数据不同量纲之间难以整合,因此在拟合模 SEM 型前，需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

若令 Tij表示第 i 个分行的第 j 项指标的值（1≤i≤n，n 为样本数；1≤j≤m，m 为指标类数），μj表示所有样本分行第 j

项指标的平均值，δj表示所有样本分行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差，则将所有的指标数据按照公式 Xij=（Tij-μij）/δj进行标准化处

理。

2.拟合模型

使用 Amos22.0，采取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按照图 2 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构建及拟合，根据估计参数结

果经过反复修正，得到收敛的模型结果关系，如表 3 所示。

表 3 拟合指数计算结果

拟合指数 CFI NFI IFI RMSEA AIC BCC EVCI

结果 0.952 0.914 0.953 0.055 324.826 328.431 0.869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

比较拟合指数 CFI 为 0.952，规范拟合指数 NFI 为 0.914，均大于 0.90 的经验判断标准。RMSEA 为 0.055，介于 0.05—0.08

之间，说明模型拟合比较理想（见表 3）。

模型各路径系数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模型各路径系数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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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C. R.
标准化路径系数 估

计
P值

付息成本差异←同业竞争优势 0.032 -9.386 -0.371 ***

付息成本差异←场景金融质量 0.027 -35.393 -0.411 0.004

场景金融质量←同业竞争优势 0.045 2.579 0.262 0.001

al←同业竞争优势 1.000

a2i←同业竞争优势 0.000 7.893 0.000 ***

a3←场景金融质量 0.000 5.231 0.000 ***

a4←场景金融质量 1.000

a5←景金融质量 0.703 8.410 0.604 ***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注：P 值小于 0.005 时说明该值显著，“***”指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二）实证结果分析

表 4 显示了标准化的路径系数及路径显著性的检验结果。当 CR 值大于 1.96 时该路径系数通过检验，表明路径设置合理。

当 P 值显著时标准化回归系数有意义，意味着路径的显著性通过检验。

表 4 表明，从同业竞争优势到付息成本差异、场景金融质量的 P 值均大于 0.005，表明路径设置合理且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即同业竞争优势对各分行的付息成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银行的场景金融建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场景金融质量到付息成本

差异的 P 值为 0.004，在较低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同业竞争优势可以通过对银行场景金融发展质量的影响来间接降

低个人存款的付息成本，与本文理论部分的分析相吻合。同时根据表 4，“同业竞争优势”与“场景金融质量”各测量指标的 P

值均大于 0.005，即各显变量和其对应的隐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明本文外显变量的代理变量选取合理。综上，本文测量

方程和结构方程的设置均合理。

五、结论和建议

实证结果表明，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同业竞争优势与场景金融质量均对其储蓄存款付息成本有显著负向影响，占优的

行业地位也有利于银行提升场景金融项目的宽度、广度和深度，挖潜存量客户价值。据此，本文对银行个人业务发展提出如下

建议：

1. 依托市场地位，实施“平台+平台”战略。发挥银行渠道优势和客户资源优势，强化与大型企业平台或第三方机构平台

之间的合作，与多方市场主体建立“N+N”模式的广泛联盟，聚焦联盟上下游小微企业和居民横向（特定客群金融需求）与纵向

（客户全生命周期）的痛点，不断延伸场景金融的服务覆盖范围，增强客户的忠诚度。

2. 强化自身功能建设，建立有效的综合营销机制。发挥商业银行基层执行力强与“准流程银行”效率高的优势，完善板块

内、条线间、行内外的联动机制，逐步建立前、中、后台相支持，客户拓展、营销、服务、挽留相呼应的流程化运营模式，实

现客户需求在行内以及子公司等集团内部的转递、对接与满足，永久性地留住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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