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银行仍有年化利率5%的美元存款产品

8月12日，白先生在江苏银行手机银行以7.18的汇
率购汇2000美元，直接存了一笔1个月的短期定存，年化
利率4.7%。白先生表示，如果换1万美元以上，利率还会
高一些。据了解，江苏银行1万美元起存的1个月期定存
利率是5.05%，3个月期是4.95%，6个月期是4.80%，1年
期是4.70%；而2000美元起存的1个月、3个月和1年期
限定存利率分别为4.70%、4.55%和4.40%。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有大行美元存款实际执行利率都
差不多，5000美元起存的1年期、2年期利率为2.8%，6个
月期为2.5%，3个月期为2.3%。个别大行仅有1年期存款
产品在售。

相比之下，部分股份行、城商行和外资银行的美元存
款利率较高，广受储户青睐。

南京银行8月初发布的产品推荐信息显示，该行3个
月期的个人美元存款产品年利率为2.2%，1年期的年利率
达到4.8%。起存金额分别为1万美元（含）以上、3万美元
（含）以上。

恒丰银行近期也在大力推广其美元存款产品，1万美
元起存的定存，3个月、6个月、1年期、2年期的利率分别
为4.7%、4.8%、4.9%、4.7%。

部分外资银行的美元存款利率则达5%以上。比如，
东亚银行新客户购买3个月、6个月存期的美元存款利率
分别为5.0%、5.1%；渣打银行新客户存入美元存款最高利
率可达5.05%。

换美元做定存须考虑汇率风险和汇兑成本

多位银行业内人士表示，和人民币定期存款利率相
比，美元定期存款利率的确很有吸引力。但美元存款更适
合手中本来就有美元的投资者，投资者如果是用人民币换
美元来定存，必须考虑汇率风险和换汇成本。如果美元对
人民币贬值，那么美元存款的到手利息换成人民币后会大
打折扣。

以8月13日为例，当日14：47，中行100美元卖出价
为718.96，以5%的一年期定存利率计算，1万美元本金相
当于71896元人民币，存一年能获得500美元利息，本息
合计为10500美元。

如果一年后到期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7.10，则到
期本息相当于人民币74550元，一年的收益是2654元，年
化收益率为3.69%。但如果一年后，人民币汇率升值到7，
则到期的本息相当于人民币73500元，一年的收益是
1604元，年化收益率约为2.23%，不足5%的一半。如果
人民币汇率升值到6.80，到期本息相当于71400元人民

币，比起71896元的本金还亏损496元。
当然，如果存期内人民币没有升值反而贬值，定存到

期后以人民币测算的实际收益就会高于5%，高出部分就
是美元升值的收益。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测算并未考虑人民币换美
元的汇兑成本。在现实中，同一时间点，银行购汇
和结汇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卖出外汇的价格比从
投资者手里买回的价格要高，这就是换汇过程中
的汇兑成本。以8月14日为例，中行当日15：10
的100美元现汇卖出价是719.06，投资者可以用
719.06元人民币换到100美元，但同一时点的现汇
买入价是716.2，投资者卖出100美元外汇，只能换回
716.2 元人民币，一来一回就损失了2.86 元，亏损了
0.40%。据了解，买卖美元所产生的平均成本损耗为
0.4%～0.45%。这个损耗也会削减美元定存的到期收益。

某银行的理财经理表示，现在这个节点，不建议客户贸
然换美元做定存，除非有出境求学工作或旅游的实际需要。

人民币汇率大概率延续升值态势

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有鑫认为，未来几个月
人民币对美元大概率将延续升值态势。他指出，我国经济
复苏基础进一步夯实，将为人民币汇率提供坚实支撑。而
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将持续加大，美股进入调整期，美联储
政策宽松幅度可能超过此前预期，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
将继续回落，9月份美联储议息会议之后中美利差倒挂趋
势将明显改善，人民币面临的外部压力将持续缓解。同
时，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复杂性和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可
能促使更多国际资本在全球寻求“避风港”，而人民币汇率
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持续增强，可
以预见，当前及未来几个月人民币资产将受到更多关注。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指出，若未来美元进
入降息周期，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人民币汇率回升将
成为大概率的趋势，同时美联储降息将会带动美元存款利
率下降，而在美元市场收益率下降，甚至可能进一步贬值
的情况下，此时换汇或未必是好的时机。

曾刚提醒投资者：长期来看，汇率波动整体将在合理
范围内保持基本稳定。不过原则上来讲，美联储货币政策
出现周期性变动拐点的时候，市场波动性会明显加大，金
融市场风险上升，如近期日本股市、美国股市波动等。因
此，不论进行什么操作，投资者都需高度关注相关风险。

据北青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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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回升
换美元定存还划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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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搜

近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升值。短短20多天时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升
值近2%。

最近两年，国内各银行的美元存款利率和美元理财收益水涨船高，不少投资者
将人民币换成美元来存款。当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明显回升，人民币换美元存款
还划算吗？

时隔三年
美国通胀重回“2字头”

8 月 14 日，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数据公布。美国基础通胀7月录得
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降，自2021年3月以
来，CPI年率首次重回“2字头”，进一步证
明通胀正在放缓，并可能使美联储在下个
月降息。

CPI重回“2字头”

美国劳工统计局(BLS)报告称，以CPI
变化衡量的美国通胀率从6月份的3%降
至7月份的2.9%。这一数据略低于市场预
期。

扣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
年度核心CPI上涨3.2%，仍是2021年初
以来的最低增速。从环比来看，CPI和核
心CPI均上涨0.2%。经济学家认为核心
通胀比总体CPI更能反映基础通胀水平。

分析认为，7月的核心CPI连续第四
个月回落，这一趋势与市场对通胀回落
的预期相一致，为美联储提供了更多的政
策灵活性。

最新的通胀数据支持了美联储下个月
首次降息的理由，但幅度可能不会很大。

PPI奠定乐观基调

就在美国7月CPI报告公布前的24小
时，率先出炉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数据
为市场奠定了一个颇为乐观的基调。

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
月PPI同比上涨2.2%，低于预期2.3%和前
值2.6%，环比涨幅为0.1%，前值和预期均
为0.2%。目前这一数字非常接近美联储
2%的目标，凸显通胀压力持续缓和。

PPI数据全面超预期放缓，服务成本
年内首次下滑，或进一步打开美联储9月
降息的大门。

Plante Moran Financial Advisors
首席投资官吉姆·贝尔德(Jim Baird）认为，
目前通胀几乎不是问题。人们普遍认为最
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劳动力市场成焦点

积极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意味着，美
联储能够将注意力转向其他经济挑战，
例如劳动力市场放缓。

美联储现在需要重点关注劳动
力市场。本月初的非农就业报告显
示，美国7月份就业增长放缓幅度
超过预期，而失业率升至4.3%，这
可能会加剧人们对劳动力市场正
在恶化的担忧，并可能使经济更
容易受到衰退的影响。

美联储已将利率提高至23
年来的最高点，努力抑制通货
膨胀，同时保持美国经济的发
展。但疲弱的7月就业报告
表明，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在
高利率的影响下陷入困
境，这也增强了经济学
家对美联储可能在9月
会议下调基准利率的
预测。

据金融界

近日，招商蛇口南京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
公告。公告内容显示，招商局中心特别筹备“即刻起
飞！买房送私人飞机”活动，推出20万元飞机礼包，礼
包包含飞行员执照、100小时总飞行时长(每年 10 小
时)、私人飞机5%产权。该微信号上的文章还称：“买
房送私人飞机”活动吸引了大量客户的关注与青睐。

8月14日，该项目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个活
动是8月初开始的，如果不选择买房送飞机，可以直接
抵扣20万元房款，基本没有人选择买房送飞机的权
益，绝大多数还是选择直接抵扣房款。”他介绍，整个
项目一共有1700多套房源，项目是2022年8月开盘，
现在还剩100多套。买房送飞机的活动是8月初推出
的，针对的是143平方米的四房项目。

记者采访了解到，该项目房源很多属于现房状
态，参与买房送飞机活动的房源一部分属于尚未完工
状态，一部分属于现房状态。

有业内人士有所质疑：“送飞机”的表述或属于一
种误导性的宣传。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若是
仔细看海报，可以把此类营销理解为是“买房送飞机
飞行时长”，即是获得乘坐飞机的服务。他说，过去几
年房地产营销圈推出“西瓜换房”“买房送猪肉”“买房
免费坐地铁”等宣传广告，体现出房企的“营销焦虑”。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称，
开发商通过加大优惠力度、增加可赠送给购房者的红
利等方式加大营销力度，才能吸引购房者的关注。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房企运用购房

赠送黄金、车位、装修礼包甚至送飞机等促销手段，在
博取眼球的同时，也体现出了行业内卷压力。他认
为，房企在设计营销活动的时候，应避免过于花哨的
形式，从给购房者最实惠的角度出发才是正解。对于
购房者来说，实实在在的价格折扣最能打动人。这也
需要地方调整价格备案政策，给商品房价格调整以市
场空间。

越来越多城市取消新房限价

近期，多地宣布取消新房限价政策。7月31日，郑
州发文取消商品住房销售价格指导，开发企业可自主
定价进行销售或办理预（销）售许可备案手续。

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今年以来，沈阳、兰州、郑
州、宁德等城市已明确不再实施新建商品销售价格指
导，即取消销售限价。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分析认为，在多
个因素影响下，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限价政策进
行优化。第一，多地取消销售限价，价格回归市场，更
有利于企业打造适合当地住房需求的好产品，是积极
响应鼓励企业建设“好房子”的表现。第二，取消销售
限价有助于企业合理定价去库存，帮助企业加快回笼
资金，缓解资金压力。

不过也有业内观点认为，取消限价也伴随着一定
风险。房价可能出现波动，市场投机行为可能回潮。

据证券时报、每日经济新闻等

房企再现花式促销：“买房送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