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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银行理财业务规模企稳复苏，现金管理类和固收类产
品受到投资者青睐。

此种背景下，银行理财“存款化”趋势日益显著。记者近期
调研发现，理财产品端结构呈现“存款化”趋势，现金管理类规
模大增；投资端，理财公司也积极配置存款。

分析人士认为，银行理财“存款化”迎合了当前客户保本保
收益的需求，有助于理财业务规模企稳。但就长期来看，这种
“存款化”趋势令银行财富管理中间收入承压，银行
理财也因过度依赖存款类资产，偏离了“代客理财”
初心。

现金类产品冲锋
银行理财存款化

多位银行业人士表示，银行理
财“存款化”趋势反映了商业银行面
临较大压力。

“受客户投资情绪低迷影响，理
财资金也有存款转化倾向。基金降
费、保险降佣等，是当前商业银行面
临的压力。”某城商行高管说。

如何应对理财“存款化”？“客户
的风险偏好随资本市场的波动而波
动，但银行更关注的是客户。”上述
城商行高管认为，只要客户还在，客
户规模持续发展，当市场转暖的时
候，客户风险偏好提升，财富中收将
水到渠成。

据悉，银行多采取“以量补价”
“做大权益”“资产配置”三种方式应
对银行理财“存款化”。

关于“以量补价”，上海一家银
行副行长表示，固收类产品的费率
本身比较低，但银行可以通过标准
化的策略做大产品规模，“我们近期
推出一款短期产品，特征是净值化、

流动性好、收益领先、标准化，就是
为了吸引更多新资金和新客户”。

“做大权益”也有利于引导客户
修复风险偏好。招行财富平台
部副总经理陈微表示，年轻
客户在权益类产品投资新
客户中的占比较高，他们
敢于左侧布局，这对自服
务渠道主要是招行App 的
线上经营场景和经营能力
提出了很高要求。

“根据过往经验，单
一 类 资 产 很 难 持 续
跑赢市场。只有
真正落实资产分
散化多元配置，
才能在各种市场
行情中，平滑投
资组合波动，提
升 投 资 组 合 韧
性。”一位业内人
士认为。

随着开年以来银行理财市场显
著回暖，多家理财子公司纷纷扩大旗
下产品的募集规模上限、新增产品份
额种类，部分产品增长高达200亿
元。

多机构加码募集规模上限

经不完全统计，3月以来，至少
已有农银理财、上银理财、招银理财、
徽银理财、平安理财等近十家理财机
构，通过上调产品募集规模上限、新
增产品份额种类等方式为旗下产品
规模加码，数额达百亿元。

3月20日，上银理财发布多条公
告称，为更好地满足客户对于定期
开放式产品的投资需求，对旗下多
款产品的规模上限进行调整。以上
银理财“净享利”系列开放式理财产

品 （6 个
月）为例，
调整后的
最高募集
限额达到
200亿元。

此 前
一 天 ，农
银理财公
告 显 示 ，
为进一步
提 升 客

户体

验，农银理财将该款产品的规模上限
由300亿元上调至500亿元，并已对
产品说明书做出相应的修改。徽银
理财也将旗下“徽安活期化净值型理
财产品”的募集规模上限加码至530
亿元。

平安理财则在近期新增多款
产品的份额种类。3月21日，平安
理财连发多条公告，对旗下几款

“灵活策略双债固收类”产品新增B
类份额。

黑崎资本首席投资执行官陈兴
文表示，理财子公司纷纷提高产品规
模上限，主要是由市场需求的变动所
驱动。

理财产品存续规模明显回升

理财机构竞相“卷”规模的背后，
是银行理财市场的回暖。《中国银行
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2023年）》（下
称《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
末，全国共有258家银行机构和31
家理财公司有存续的理财产品，共存
续产品3.98万只，存续规模26.80万
亿元。

开年以来，理财市场存续规模明
显有所回升。广发证券固定收益首
席分析师刘郁团队近日发布的研报
显示，截至3月1日，理财存续规模
已重破28万亿元，1到2月规模累计
增量创近五年来新高。

就产品类型看，投资者对稳健型
理财产品的需求仍旧热切。《报告》数
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风险等级为
二级（中低风险）及以下的理财产品
存续规模为 24.87 万亿元，占比
92.80%。

据上海证券报、中国商报、国际
金融报

相关新闻

利率不再占优势
大额存单不香了？

在银行多次降息的背景下，能够
锁定储蓄利率的银行大额存单自
2023年一直火到今年年初。然而，记
者近日发现，随着大额存单利率调降，
其与银行存款产品之间的利率差缩
小，此前还需要“抢额度”的大额存单
如今不香了？

银行推广兴趣寥寥

相较于去年年中“抢3”利率狂
潮，经过几番调降后，目前各银行存
款产品难觅“3字头”，大额存单的利
率同样在几番调降下来到“2字头”。

一位建设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
“除了1年期的大额存单比存款产品
高0.1个点外，其他大额存单和存款
产品都是相同的利率。”

建设银行1年期大额存单利率
为 1.8%，而定期存款产品利率为
1.7%。“四大行都不太高。”该工作人
员表示。

记者统计发现，目前四大行大额
存单利率水平拉齐，邮储银行1年期
大额存单利率略高于四大行，但目前
北京各网点已无申请额度，新的
1.85%年化利率的大额存单将于4月2
日发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利率水平高

于国有商业银行，而城商行利率水
平又多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

记者以客户的身份咨询了多
家银行，发现银行工作人员对大
额存单的推广兴趣不大。有理财
经理明确表示，大额存单利率和

银行的存款产品利率相差不大，但存
款产品起存金额更具优势。

大额存单还香吗

能锚定较高利率的大额存单，也
不是想买就能买的。在记者咨询过
程中，一些银行工作人员都说过这样
一句话：“我需要问一下现在还有没
有额度。”

不过，在没有抢到额度的情况
下，储户也可以转向另一种途径——
购买被转让的大额存单。目前，大多
数银行提供大额存单转让服务，但也
有银行不支持，比如浦发银行就表示
目前不发售可转让大额存单。

此外，大额存单与普通储蓄定期
存款一样属于存款，纳入商业银行存
款保险范畴。根据存款保障条例，大
额存单的本息金额如果在50万元以
内，就算银行倒闭破产，也会有保险
公司进行全额赔付。

银行工作人员建议，在银行存款
利率一降再降的情况下，储户谋求更高
的收益无可厚非，但家庭理财需要做好
规划，没有必要盯着某一家银行或者某
一种产品，最重要的是考虑家庭财务状
况和理财需求。如果有需要，可以寻
找专业人士进行理财规划。

银行理财市场回暖
产品规模扎堆扩容

银行理财偏好配置存款
近期，理财资金配置存款的情

况受到市场关注。多只固收类产品
年化收益率高达4%以上，其底层
资产多投向各类债券、存款。

光大证券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
一峰认为，上述产品收益率飙升，主
要是因为债市走强，以及银行存贷
错配压力阶段性提升，部分银行高
息负债增加，保险资管产品“套壳”
配置存款收益高企。

通常而言，一般性存款利率高
于同业存款利率。“若理财机构直接
购买商业银行存款，则会被定性为同
业存款。但银行理财募集的资金通
过认购保险资管计划，然后借道保险
资管将所募资金以一般性存款存入
银行，可以获取协议存款或者大额存
单利率，获得比同业存款更高的收
益。”某股份制银行理财经理说。

事实上，理财资金配置存款的
比例明显上升。银行业理财登记托
管中心数据显示，2023年末理财产
品对现金及银行存款的配置比例从
上半年的23.7%提升至26.7%，相较
2022年末增长9.2个百分点，相较
2021年末增长15.3个百分点，理财
产品对现金及银行存款的配置比例
逐年提升。同期，对债券、权益类资
产、公募基金的配置比例相较2021
年分别下降9.2、0.4和1.9个百分点。

理财公司在投资端积极配置存
款的同时，理财产品结构也呈现“存
款化”。

普益标准数据显示，2024年1月
银行理财存续产品总量达4.12万只，
同比增长16.6%，其中现金管理类产
品增幅达到190.9%，成为增量的主要

来源；混合类、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分
别同比下降16.8%和74.2%。

理财存款化是把双刃剑
银行理财大幅增加存款资产配

置，是一把双刃剑。
银行理财“存款化”，一方面有

利于理财公司应对市场波动，推动业
务企稳；另一方面可能导致同质化竞
争加剧，进一步压缩中收费率，不利
于引导理财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过去两年，受净值化转型及债
市波动影响，居民投资风险偏好下
降，理财公司通过增加存款资产配
置，迎合了客户追求保本保收益需
求。降低产品净值波动，一定程度
上帮助银行理财规模实现回升。”星
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武泽伟说。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理财公司
“套壳”保险资管产品以配置存款，
风险较大。“监管部门要求同业负债
不能超过银行总负债的三分之一，
将同业存款包装成一般性存款属于
监管套利行为，会造成资金空转。”
一位银行业人士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在投资者风险偏好较
低的背景下，银行理财日益“存款化”
导致理财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不利
于权益资产配置。“从长期来看，不利
于引导理财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一
家头部理财公司投资经理直言。

“资管新规实施后，理财机构盈
利模式由利差模式调整为依赖管理
费的中收模式。”国信证券银行业首
席分析师王剑表示，理财公司纷纷
通过“降费让利”留住投资者，以价
换量，通过降低投资者的持有成本
来维持自身业务规模，但也进一步
加大了盈利压力。

焦点 应对理财存款化 银行主要有三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