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多火爆？
手机银行渠道额度被“秒光”

据财政部6月5日披露信息显示，第三期国债和第
四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合计
500 亿元。其中，第三期国债期限 3年，票面年利率
2.38%，最大发行额250亿元；第四期国债期限5年，票面
年利率2.5%，最大发行额250亿元。

上述两期国债发行期均为2024年6月10日至6月
19日，2024年6月10日起息，按年付息，每年6月10日
支付利息。

储蓄国债主要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其中电子式储
蓄国债的认购渠道包括各大银行网点柜台、网上银行、手
机银行。根据财政部披露信息，2024～2026年储蓄国债
40家承销团成员中，包括6家国有大行、10家股份行，以
及24家城农商行。其中，包括六大行在内的16家银行
同时开办了储蓄国债（电子式）的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销
售业务，16家在柜台之外开通了网上银行销售业务，其
余8家银行则未开通线上渠道。

10日上午，多家银行介绍，上述两期储蓄国债依然
销售火爆，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等多
家银行手机银行渠道均显示已售罄。不过，就网点柜台
额度看，各家情况有所不同，有银行工作人员称5年期国
债销售更为抢手。

工商银行北京一网点工作人员表示，柜台额度需要
客户自行前往购买时由工作人员“试一试”才可知道是否
有剩余额度；建设银行北京部分网点工作人员称3年期、
5年期品种储蓄国债均有余额可购买，但因为假期原因
当日购买仅限8:30～15:00；北京银行北京一网点工作
人员则表示，该行储蓄国债线下与线上额度同步，若手机
银行显示售罄则柜台同样没有可购买额度，不过该行客
户经理表示额度可能还会有变化。

截至10日14:00前，未开通手机银行渠道的浙商银
行客服人员表示，该行上述3年期、5年期储蓄国债网银
剩余额度分别在800万元、200万元左右。

据工作人员介绍情况看，各银行对不同渠道的额度
分配规则有所差异，有大行工作人员表示不同渠道额度
独立，手机银行额度相对柜面较小。就财政部披露的承
销团成员初始基本代销额度比例看，此次两期储蓄国债
国有大行仍是承销主力，额度比例合计接近八成，另有招
商银行、北京农商行代销额度比例在2%以上，中信银行、
光大银行、江苏银行、青岛农商行、重庆农商行等代销额
度比例在1%以上。

根据财政部及央行要求，4月10日，网银成员通过
网上银行代销两期国债的额度上限为其当期国债初始
基本代销额度的40%，手机银行试点成员通过网上银
行和手机银行代销两期国债的额度上限合计为其当期
国债初始基本代销额度的40%；4月11日至4月19日，
网银成员和手机银行试点成员在其取得的代销额度内
合理分配各渠道额度比例。这意味着，进入发行期第二
天后，各银行不同渠道的额度剩余情况还可能发生变
化。

为何火爆？
存款利率持续下降是主因

储蓄国债因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变现灵活、投资门
槛低，以及较大型银行普通定存的小幅利率优势，“秒光”

“日光”的抢购现象不算新鲜，尤其受到追求稳健收益的中
老年群体喜欢。进入利率下行周期尤其随着存款利率多
轮调整，想要通过长期、稳定理财产品锁定收益的投资者
增多。

就利率走势看，尽管储蓄国债的发行利率一路走低，
但相比国有大行、股份行的同期限定存主流利率仍
有优势。上述2024年第三期、第四期电子式储蓄国
债票面利率分别与4月发行的第一期、第二
期的水平持平，但相比去年10月发行的
第九期、第十期储蓄国债利率均已下行
了25BP，当时3年期、5年期品种票面利
率分别为2.63%、2.75%。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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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火爆
秒光频现

350亿元！
50年期特别国债今日首发

财政部将于6月14日发行2024 年超长期特别国债
（三期）（50年期），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这将
是5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的首次发行。

根据财政部公开发布的通知，本期国债为 50 年期
固定利率附息债，将通过财政部北京证券交易所政府债
券发行系统进行招标发行，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
定。

本息兑付日期方面，通知明确，本期国债自2024年6
月15日开始计息，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付息日为每年6
月15日（节假日顺延，下同）和12月15日，2074年6月15
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450亿元！
20年期特别国债首次续发

6月12日，财政部拟第一次续发行20年期超长期特
别国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450亿元，不进行甲类成员
追加投标。竞争性招标时间为2024年6月19日上午10:
35至11:35。

本次续发行国债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
同，为2.49%。本息兑付日期方面，本次续发行国债的起
息日、兑付安排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自2024年
5月25日开始计息，按半年付息，每年5月25日（节假日

顺延，下同）、11月25日支付利息，2044
年5月25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
利息。

5月24日，20年期超长期特别国债
首发，中标利率为2.49%。

据第一财经、中国基金报、中国网

3 年 期 票 面 年 利 率
2.38%，5年期2.5%。

利率下行周期，国债正
成为越来越多人考虑的投资
理财选项。6月10日端午节
当天，2024年第三期储蓄国
债（电子式）和2024年第四
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正式发
售，不少银行在上午开售后
手机银行渠道额度很快被抢
购一空，不过，柜台额度情况
有所差异。

储蓄国债持有期限不同
收益差异较大

在购买条件和限制方面，储蓄国
债（电子式）在发行期内按面值向个
人发行，100元起购，单一个人国债
二级托管账户购买每期国债不得超
过300万元。该债券不可流通转让，
可按照相关规定提前兑取、质押贷款
和非交易过户。

值得注意的是，储蓄国债持有期
限不同，会导致收益较大差异。上述
第三期和第四期电子式储蓄国债从
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投资者持有两期
国债不满6个月提前兑取不计付利
息，满6个月不满24个月按发行利
率计息并扣除180天利息，满24个
月不满36个月按发行利率计息并扣
除90天利息；持有第四期国债满36
个月不满60个月按发行利率计息并
扣除60天利息。

浙商银行理财客服人员提示，此
次续发国债的认购价是根据6月7日
财政部招标结果确定，反映了本期债
券已发行天数应计利息及市场利率
的波动，因此认购价与首发价不一
致，为溢价发行，发行价格高于债券
面值100元。

2022年8月以来，3年期、5年期储蓄国债（电子式）
票面年利率累计下滑82BP、87BP。同期，国有大行存
款利率经历多轮集体下调，其中3年期、5年期定存挂牌
利率分别累计下降了80BP、75BP。

按大行最新挂牌利率和主流执行利率看，3年期、5
年期定存挂牌利率分别为1.95%、2%，执行利率最高可
上浮至2.35%左右（不包括个人养老金专属产品），部分
股份行最高可上浮至2.65%左右，3年期与5年期利率
倒挂已不罕见。相比之下，中小银行利率调整更为滞后
且节奏差异较大，主流存款利率水平仍优于大行和股份
行。

尽管如此，不少投资者认为，虽然国债的票面利率
明显下降，但是仍然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利率。而且未
来银行的存款利率还有继续下行的可能。

光大银行宏观市场部研究员周茂华认为，储蓄国债
按年付息，提前支取灵活并且分段计息，避免了普通存
款提前支取面临利息损失的问题。近年来储蓄存款尤
其是定期存款利率中枢下行明显，储蓄国债能较好兼顾
收益和流动性需求，部分投资者以此代替储蓄存款。此
外，部分居民对未来存款利率下行仍有一定预期，也提
升了投资国债的热情。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近来存款利率持
续下降，权益市场波动较大，储蓄国债认购方式便捷，并
且具有无违约风险、投资门槛低以及收益稳定可预期的
优势。此外在流动性上，投资者还能通过储蓄国债质押
获取短期银行贷款。“考虑到广谱利率下行的趋势，未来
高收益资产会更加有限，因此国债投资依然有较大的需
求。”

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中国长期边际
资本回报的下行带动了长期利率中枢的下行，基于此背
景下可以预计，10年期国债利率在未来十年将继续下
行，并会下跌到2%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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