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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银行上调信用卡还款容差

　　11月13日，中国银行发布公告，再次对信用卡
服务进行减费让利，其中包括转账转出手续费、信
用卡换卡、补发卡手续费等多项费用的限时减免。
本次部分费用减免为阶段性费用优惠，时间为2024
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值得注意的是，10月30日，
中国银行便发布公告称综合提升信用卡服务质效，
将在11月底前提升容差服务限额至100元。
  除了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
行、平安银行等多家银行宣布上调信用卡还款容
差，在提供3天还款宽期限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信用卡容差服务机制。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信用卡
优惠措施和实施时间另行告知。
  所谓的“容差服务”，是指如持卡人当期发生
不足额还款，且在到期还款日后账户中未清偿部分
小于或等于一定金额时，应当视同持卡人全额
还款。
  事实上，10月底，工行、农行、中行、建行、
交行、邮储六大国有行就集体发布了减费让利措
施。部分股份行也进行了跟进，如11月3日，平安
银行发布关于信用卡还款容差调整的公告，称自今
年12月21日起，该行信用卡还款容差由30元(含人民
币30元或美金6元)调整至100元(含人民币100元或美
金20元)，且该服务无需主动申请。

提升信用卡用户体验与黏性

　　近日，中国银行发布《关于我行信用卡2024年
部分服务收费减免的公告》，对部分信用卡服务费
进行减免。减免项目包括中银系列产品持卡人使用
自有资金进行柜台取现手续费、转账转出手续费
等，共计11项。
　　今年10月，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关于调整银
行部分服务价格提升服务质效的倡议书》(以下简
称“倡议书”)，以进一步引导银行业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提升人民群众金融消费体验。其中便鼓励
各信用卡发卡行，适时调整服务价格，为消费者提
供更加灵活的金融服务供给。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咨询顾问苏筱芮表示，
倡议书为银行减费提供了更加具体的参考方向，同
时也存在一定的灵活调整空间，能够方便银行机构
根据自身的具体业务情况“因地制宜”。
　　信用卡作为联通客户、商户、银行的重要支付方
式，目前已经度过粗犷发展时期，步入精细化发展阶
段，目前，我国信用卡市场增长放缓、竞争加剧。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指出，
银行传统营销获客成本在上升，银行如何提升信用
卡用户的体验与黏性，是未来信用卡业务的核心竞
争力。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信用卡服务质
量，今年以来的银行信用卡活动多有跨界、紧跟热
点潮流等方面的创新。
　　“现在信用卡行业发展从过去跑马圈地的高速
发展阶段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苏筱芮指
出，一方面，银行需要洞察用户需求，从全局出发
去审视用户的完整经历，挖掘用户体验需求，从中
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银行需要提升用
户流量，挖掘用户价值。  据每日经济新闻 

  近日，信用卡行
业的用卡服务迎来
了新变化。继10月
底工行、农行、中行、
建行、交行、邮储六
大国有行集体发布
减费让利措施后，部
分银行发布了细则。
多家银行宣布上调
信用卡还款容差，还
款低于100元不等于
逾期，信用卡每月少
还100元内视同全额
还款。

信用卡每月少还100元内视同全额还款

多家中小银行跟进下调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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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利率调整的银行范围不大

　　日前，大连旅顺口蒙银村镇银行更新了存款利
率表，对各类型存款利率进行了下调，其中3年期
定存利率由3.5%下调至3.1%，下调40个基点；5年期
定存利率由3.5%下调至3.2%，下调30个基点。记者
梳理发现，自10月中旬以来，吉林、河南、山东等
多地村镇银行已公告下调存款挂牌利率。
　　“此次调整是中小银行的自主行为，主要为跟
进9月全国性银行存款利率下调。”招商证券银行
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表示。
　　“和前两轮利率下调相比，近期利率调整的银
行范围不大。”融360研究员刘银平称，今年以
来，银行已多次通过下调存款挂牌利率，6月和9月
经历了两轮全面下调，9月银行存款利率全面下调
后，1年期存款平均利率为1.988%，已经跌破2%的
整数关口。
　　除了下调定期存款利率，记者了解到，银行也
会在年末进一步限制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高息
存款的利率上限，压降银行负债存款成本。
　　融360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10月大额存单各期
限平均利率下跌趋势均非常明显，长期利率跌幅相

对较大。从今年以来大额存单各期限利率走势来
看，2年、3年、5年期平均利率相较年初分别下降
32.3个基点、35.3个基点、41.3个基点。“近1年来，
大型银行的个人结构性存款规模压降最多，同比下
降29.41%，存续规模不足4000亿元，其中工商银
行、邮储银行早已停止发售个人结构性存款，建设
银行发行的数量也很少，中国银行发行的数量最
多。”刘银平说，净息差普遍承压，是银行调整存
款利率的主要原因。

未来或仍需继续下调存款利率

　　多位业内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银行后续
仍有动力推动存款利率下行。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考虑到存量
按揭贷款利率下调会进一步压低银行利润空间，目
前存款利率的调整力度难以完全抵消贷款利率调整
的冲击，未来或仍需继续下调存款利率。
　　“银行存款利率会根据市场需求和央行政策有
所调整。”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告
诉记者，每次下调后，监管层也会监控存款的变
化，现阶段居民银行存款充足，继续下调存款利率
对存量存款造成的影响有限。

　　记者梳理发现，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存款
利率调整方面步伐较为一致，往往一次性集体下调
利率；地方性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在存款利率下
调方面相对滞后，会跟随大中型银行陆续调整，有
的银行会多次小幅下调存款利率。
　　“近期银行存款利率调整情况依然较多，随着
贷款利率下行、存量房贷置换，银行资产端收益率
或进一步走低，有必要进一步降低存款成本。”刘
银平表示，为了缓解存款定期化、长期化趋势，未
来各类银行的长期存款利率或进一步下调，大型银
行往往会牵头下调，中小型银行则逐步跟进下调。
  在存款利率多轮下调的大背景下，居民应该如
何理财？业内人士建议，如果居民资产配置中存款
较多，收益可能会有所下降；如果追求相对稳健的
收益，可在存款之外适当配置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
或者货币基金等；如果希望获得较高收益，就需要
承受相应风险，因此要充分了解产品，平衡好风险
与收益的关系。
      本报综合

　　临近年底，又见银行集中下调存款挂牌利率，这一次主要是中小银行。此次调
整是继6月、9月后，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和市场形势，今年以来再次主动调整
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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