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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差”逐年增加是一大特点 
“存差”是金融领域的术语，通常指金融机构存款余额减去贷款余额的差额，一般分为“名义存差”
和“实际存差”，平时提到的“存差”就是指“名义存差”。“存差”逐年增加可以说是近10年来，
中国金融业发展中出现的一大特点，边疆民族地区的金融业虽然发展相对缓慢，但“存差”逐年增加
这一大特点同样出现。从云南省边疆民族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简称“德宏”）近10多年来的
金融业发展情况来看，全辖金融机构于1996年起首度出现“存差”（此前都是“贷差”——指金融机
构贷款余额减去存款余额的差额）之后，“存差”显现逐年快速递增的态势，截至2006年末,“存差”
已达到542,729万元人民币,为1996年的41.2倍。 
对“存差”的认识不够全面 
随着“存差”的不断扩大,社会各界对此现象也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存差”逐年增加是储蓄增长相对
过快、信贷增长相对过缓的表现，“存差”逐年增加是银行资金闲置和信贷资金效率降低的表现，
“存差”的过多可以直观地说是金融对地方经济支持力度明显不够的标志……对于这些认识，作为一
名央行工作者，我认为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并不能准确、客观和全面地反映边疆民族地区德宏州
“存差”逐年扩大的真实原因。事实上,与发达的大中城市相比，边疆民族地区“存差”的逐年扩大，
在有着相同的客观因素的同时，更有着非常不同的客观因素。相同主要表现在：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发
展和金融改革深化导致的金融机构资产多元化、历史原因形成的信贷存量减少的必然结果，是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必然产物，既符合金融发展和市场化的总体进程,也与加强金融内部管理和银行机
构改革措施有关。不同主要表现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和金融运行有其特殊性。 
所以，对边疆民族地区“存差”的认识，必须在相同的前提下，与本地区不同的特点结合起来考虑，
才能正确理解“存差”形成的成因。 
“存差”形成是多方面影响的结果 
这里，我们以德宏为例，来看一看是哪些因素在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存差”的逐年扩大？ 
金融资产呈现多元化的影响   由于国家信贷政策工具越来越多样化，金融机构持有的债券、票据和各
种基金总量不断增长；同时，金融改革深化使得风险管理意识不断增强，资本充足率的硬约束等都迫
使金融机构购买各种债券与投资的总量持续上升。从资金运行规律看, 金融机构购买有价证券或投资
与发放贷款具有相同效果,都会产生出派生存款,这样就导致存款增加快于贷款增加,引起“存差”扩
大。全辖金融机构的这种趋势也较明显，截至2006年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各种有价证券与投资总量为78
12万元人民币。 
大量不良资产剥离的影响 为加速提高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加
大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剥离和核销呆账贷款的力度，这也导致了信
贷存量的减少，使得银行账面“存差”扩大。截至2006年12月末,全辖金融机构累计剥离不良贷款90,3
13万元人民币，核销不良贷款69,371万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的剥离与核销使得辖内四家国有商业银行
和农村信用社资产负债结构发生调整,在贷款资产余额下降的同时，负债方的存款余额依旧在增加，
“存差”自然也在扩大。 
外汇净流入增长较快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国际收支顺差扩大,金融机构持有的外汇资产增长就快,这样
将导致金融机构“存差”的扩大。近年来,由于边境贸易发展较快，对外贸易持续呈现顺差,外商采取
不同形式投资的资本流入也较多,国际收支出现较大盈余，仅2006年全辖金融机构结汇收入就达6462万
美元，售汇支出只为279万美元，外汇净流入6183多万美元，企业、居民与非居民将获得的外汇转换成
人民币资产,实际上就是通过出口结汇持有人民币存款，其结果资产方表现为外汇资产增加,负债方表
现为人民币存款增加。这种以非贷款的形式向居民和企业提供的资金,导致了“存差”扩大。 
现金流通不断减弱的影响 随着金融业务网络、信息化程度的普及，德宏州全辖金融机构“通兑通存”
及各种信用卡的推广使用，现金使用范围逐步减少，需求增长趋缓，现金投放对“存差”的影响正在
减弱。就信用货币时代而言,所有存款和现金都是由银行体系“创造”出来的,当居民和企业在存款项
下提取现金时,流通中现金数量增加,金融机构存款总量减少,从而使“存差”缩小。但是,随着电子货
币和非现金支付手段的日趋发展,社会对现金的需求趋于减少,这也导致了“存差”较快增长。 
贷款增长缓慢的影响 近年来，虽然全辖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一直保持增长，但贷款投放由于受到诸多制
约因素影响，比如多数企业无法满足金融机构对贷款的约束机制，社会信用意识过低等，这不仅加剧
了企业贷款的难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银行贷款的进一步增加。如此一来，在存款持续增长的
同时，新增贷款增幅相对减弱，“存差”不断增长也就必然。 
“主力军”存贷比偏高的影响 全辖金融机构中，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可以
说是存贷款的“主力军”，但由于对贷款风险防范力度的加大，“主力军”发放贷款时相对谨慎，结
果造成存贷比过高，形成“存差”扩大的主要力量。如：截至2006年末，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存贷比为5
1.97%，农村信用社存贷比更是高达75.91%。而其他金融机构或是“存差”或是贷差，邮政储蓄为纯
“存差”机构，农业发展银行却保持贷差增长态势，同时由于农业发展银行自身基本不办理存款，发
放的贷款派生出来的存款又主要流向了“主力军”，自然反映为“主力军”的“存差”现象更为突
出。 
边境贸易和外来投资的影响 从辖内金融机构“存差”的变化情况看,除受到整体金融体系“存差”变
化的因素影响外，还受到边境贸易往来和外来投资变化的影响。一方面，缅甸居民或商人在边境贸易
往来中，会将大量的人民币存入中方银行，据了解，截至2006年末，仅瑞丽市就有20亿左右人民币存
款属于缅甸居民或商人存入的。另一方面，由于德宏水利资源丰富，各种形式的投资项目不断增多，
外来公司、企业纷纷进入境内开发建设水电站，外部投资也使得存款增多。这些地区外的资金流入进
一步扩大了“存差”。 
正确认识“存差”现象 
从德宏的分析可以看出，影响边疆民族地区“存差”的因素是多样和复杂的，既有宏观方面的因素，
也有微观方面的因素，不能简单地将成因归结为某个方面的作用，也不能再简单根据“存差”来判断
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否则，依据“存差”得到的判断很可能是不准确的,甚至得出相反或错误的结
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试图通过行政手段，人为调控“存差”变化,既不会改变当地的“存差”状



况,还可能对经济金融造成不利影响。比如，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就是：缩小地区“存差”，主张
是引导和督促金融机构多发放贷款。其实，这样做，如果其他条件不发生变化——企业的贷款约束机
制没有改变，社会信用意识没有提高等，盲目地发放贷款，结果非但不可能使当地“存差”缩减,还可
能造成信贷资产质量的下降。因此，“存差”不能作为有效衡量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指标,单纯利用“存
差”判断调控经济措施的依据是一个必须改变的做法。 
澄清几个问题才能把握“存差”的本质 
增加贷款一定会导致“存差”减少？ 从货币运行规律看,所有货币都是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通过贷
款、购买债券等方式创造出来并被企业、个人等社会经济主体所持有的,当银行发放一笔贷款时,其资
产方的贷款和负债方的存款将同时等量增加,从而实现借贷相等，如果不考虑存款中的部分将会被提取
现金的话,贷款增加多少,存款也会增加多少，所以说，“存差”与贷款数量关系不大。因此，在实际
操作中就不可能通过让银行多发放贷款的方式来减少“存差”。同时，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银行资
金的应用并不局限于发放贷款这一种用途上，有部分资金可能被银行用于证券类投资等业务。因此，
“存差”大并不等于银行资金闲置、效率不高。 
扩大消费能让“存差”减少？ 在现行的货币信用体制下,只有中央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能够创造货
币和存款。因此，就一个地区来说，个人消费和居民储蓄,不会改变存款在不同主体和银行之间的分
配,只会短时间内在某个主体和银行发生转移，而不可能使整个银行体系中的“存差”发生变化。这
样，采取宏观措施刺激居民多消费，在拉动企业或个人投资增长的同时，也会促使贷款需求相对增
大，又会派生出相应的存款，不会对“存差”产生多大影响。所以说，存款增速的高低只是反映居民
的储蓄增减情况，事实上与“存差”的大小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片面认为个人消费不足，居民
储蓄偏高，造成金融机构存款较快增长是形成“存差”扩大和资金闲置的一个必然因素。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会影响“存差”？ 德宏辖内金融机构只有农村信用社根据存款准备金率要求缴存存
款准备金。不过，农村信用社缴存存款准备金后，反映的是其可用资金减少，而在人民银行的储备资
产增加，并没有改变贷款及其他资产运用创造存款货币的本质，更不会影响“存差”。因此，从金融
机构缴存存款准备金的过程来看，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真正影响的只是金融机构可用资金的数量与贷
款的规模，对“存差”没有直接影响。 
总之，面对新的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和边疆民族地区经济金融运行特点，我们要更新观念，重新认识边
疆民族地区金融机构“存差”现象，用发展的眼光理解和判断这一现象，才能把握金融机构“存差”
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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