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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证
监会联合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近
日，山东、北京、宁夏等多地金融监管局陆
续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关注银
行账户被“管控”、债务优化陷阱、非法校园
贷套路、“零首付”购房等风险，守护好自己
的“钱袋子”。

账户被管控有哪些原因？
在银行卡使用过程中，一些消费者可

能会发现自己的账户被“管控”了，如限制
交易、账户冻结等。

一般来说，账户被管控有四大原因，
异常交易行为、身份信息不完整或错误、
司法或行政机关冻结、账户存在安全风
险。其中，在异常交易行为方面，银行监
测到账户出现异常交易，如大额交易、频

繁转账、快进快出等交易模式，可能会触
发银行的风控措施。公安机关也会对交
易异常的账户进行监测，从而采取保护性
止付措施。

被管控后如何恢复正常？
一般情况下，持卡人需要先了解账户

被管控的原因，银行卡被管控的原因不同，
解决方法也不同。

一、对于存在异常交易被管控的情况，
持卡人可到银行网点进行核验，出具正常
使用账户的相关交易证明，如交易合同、收
货单据等，银行审核通过后即可解除限制。

二、对于个人信息不完整被管控的情
况，持卡人可前往银行网点或者通过手机
银行完善个人信息。

三、对于存在风险隐患被管控的情况，

持卡人可向银行提出解除限制的申请，并
及时修改支付密码。

四、对于司法冻结的情况，持卡人可向
开户银行进行咨询，获取法院、公安等冻结
机关的联系方式，了解冻结原因和案件情
况，然后处理后续事宜。

如何应对债务优化陷阱？
近年来，诈骗分子通过开通虚假网

站、发送短信、拨打电话等途径，以债务
优化、低息贷款置换高息贷款、单笔大额
贷款替换多笔小额贷款为诱饵，吸引负
债较高的消费者下载虚假贷款APP或者
点击登录虚假网站链接，通过夸大、虚
假、不切合实际的债务优化方案对消费
者进行虚假宣传，取得消费者信任后，诱
骗缴纳保证金、预付金等费用，从而实现

诈骗目的。
提醒消费者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点

击来历不明的链接、丢弃个人信息未经处
理的快递单及票据、随意连接公共无线网
络、出租/出借身份证及银行账户，防止个
人信息被泄漏，避免财产损失。

如何应对“炒停售”保险套路？
“即将停售，绝版抢购”“停售倒计时，

错过不再有”……一些销售人员以“停售”
为名，进行虚假营销，极易引发消费者误
解、冲动购买，进而引发消费投诉纠纷。

理性判断勿冲动，警惕“炒停售”保险
陷阱，包括通过官方渠道核实，警惕停售陷
阱；仔细阅读合同，理性判断选择；及时留
存证据，维护合法权益。

据中国证券报

守护“钱袋子”，居民应该这么做

大额存单抢手
熬夜蹲守秒光
“连续两晚熬夜

到 0点，结果还是秒
光，感觉比飞天茅台
还难。”

王露(化名)在社
交平台无奈感叹道，
评论区也有网友深有
同感：“抢了一周没抢
到”“12点刚开，1秒
抢光”……

让他们熬夜蹲守
的，不是演唱会门票，
也不是高铁车票，而
是微众银行每天限量
发售的利率为3%的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被疯抢
背后，存款利率在不
断降低。随着今年7
月存款利率的新一轮
调整落地，银行存款
利率迈入了“1”时
代，多家银行下架大
额存单，2%的利率都
凤毛麟角。

面对越来越稀缺
的高收益大额存单，
不少人卡点苦守银行
App，感叹“秒光”；有
人坐飞机异地开户存
钱成为“存款特种
兵”；甚至还出现了收
取手续费、代抢大额
存单的“黄牛”。

大额存单走俏
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发行

的一种大额存款凭证。相比于传统银行存款，大额
存单投资门槛高(通常为20万元起)、金额为整数、
期限不低于7天，一般来说利率比定期存款更高。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相比
于定期存款，大额存单还拥有转让功能，能实现
资金灵活变现，减少提前支取利息损失。

但目前想买到“理想利率”的大额存单并非
易事。目前市场上主要银行三年期大额存单利
率多在2%~2.5%区间，且建设银行、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等银行的一些三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常
处于“售罄”或额度不足状态。

基于此，转让大额存单一度成为“香饽饽”。
事实上，每家银行的App都有大额存单转让服
务专区，本意是为想要提前转让大额存单的投资
者提供服务，只需要注明金额、利率和期限挂牌
出来即可。只是，这些大额存单转让后的年利率
大多低于原年利率，且动辄百万面额。

不少投资者还将目光投向了中小银行。
相比于大行两年期利率跌到2%以下的大额

存单，不少中小银行的三年期一度可以达
3.25%，并有礼品相送；而某些村镇银行的大额存
单利率上限更高，如东方惠丰村镇银行五年期甚
至可以达4%。

进入9月，恰逢客户经理们“拉存款”的任务
节点。一些地方中小银行的客户经理也会在社
交平台上“推销”自家的大额存单，在评论中留下
地名与利率。贵阳银行一银行客户经理甚至直
言：只需一张高铁票，利率高出1%不是问题。

但通过中小银行办理大额存单无法异地网
上开户，只能到本地临柜办理。2021年1月，金
融管理部门印发《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
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将商业银
行互联网定期存款业务严格限定于自营网络平
台，并要求地方性银行开展互联网存款业务应立
足于服务已设立机构所在区域的客户。

一位青岛银行的客户经理告诉记者，该行的
大额存单业务开户要求现场办理，有不少外地客
户到山东青岛办理，然后远程联系。

只是，异地存款也并非万无一失。“跨城存款
这种存款方式是合规的，但储户也要注意风险，
应到银行网点柜面办理，切勿参与高息揽储、‘贴
息’等活动。”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提示。

3%以上要靠抢
在地方银行的大额存单之外，部分民营银行的

某些大额存单利率相较而言也很可观。虽然没有
地域限制，但这类存单一般“限量”发行，需要蹲守。

一位“存款中介”告诉记者，微众银行
3%利率的五年期大额存单，每晚12点定量

放出；众邦银行利率为3.15%的五年
期存单，每天早上 8 点定时
抢。

不仅如此，民营银行也有
自己的“隐藏玩法”。据上述存
款中介介绍，众邦银行新客户开
户存5年期甚至可以获得4%左
右的高利率。“但一般不会写在
明面上，这是折算下来的总利
率，比如某款五年期产品属于

‘2.45+1.5成长值加息’的计算
公式，通过做任务等方式兑换积
分，积分可以当钱花。”

虽然相关银行也做出了
一定风控举措，抢购存单的过
程设置了验证码、人脸识别等

方式，但仍有“黄牛”表示有机可乘。记者了解
到，黄牛盯上的大额存单主要为两类，一类是“捡
漏”转让的大额存单；另一类则是抢购银行App
端限时发放的大额存单。

只是，代抢风险不小。储户需要向“黄牛”提
供银行账户详细信息，包括登录密码，“黄牛”才
能代为操作。

对此，娄飞鹏指出，代抢大额存单本身是不
合规的，“如果投资者需要给“黄牛”提供自身的
资金账户信息，或者将账户交由“黄牛”处理，可
能存在信息泄露和资金安全风险”。

其实大额存单利率虽高，但毕竟存款不是小
数目。在利率之外，对于银行质地、服务的选择
也成为重要考量。

当然，购买大额存单也要结合自身情况。娄
飞鹏指出，投资者在投资购买大额存单时，需要
考虑自身投资期限、日常消费需求，以及大额存
单购买起点金额等因素，合理理性投资购买。

利率还会降吗
大额存单备受关注的背后，银行存款作为几

乎无风险的金钱管理模式，在降息周期下带来的
单位收益确实正在缩水。

7月25日，国有大行今年首次调整存款挂牌
利率，3年期、5年期定存挂牌利率下调20个基
点。再往前，2023年9月1日及12月22日两次，
国有大行分别下调了3年期、5年期定存利率25
个基点。

目前，存款利率已经降到了低点。以极具代
表性的五年期整存整取挂牌利率为例，7月调整
前还能勉强守住“2”字头，而调整后降得很彻底：
国有银行大多调降至1.80%，股份制银行大多数
调降至1.85%。

不仅如此，继国有、股份制银行下调挂牌存
款利率后，大部分城商行、村镇银行等也随后跟
进，且下调幅度不小。

尤其是最近，民营银行也加入了降息阵营。
8月底以来，微众银行、网商银行、辽宁振兴银行
等多家民营银行下调部分期限存款利率，调整幅
度在10到30个基点。

随着利率普遍降到“1”字头，存款利率带来
的收益颇有“鸡肋”感。

低息背景下，大额存单的高利率提供了一份
难得的确定感。

银行还能赚钱吗？
存款与贷款之间的利率差，已经成为银行

业的灵魂考题。当下中国银行业赚钱更多是
靠贷款与存款之间的利息收入差额，这种盈利
能力在财报中体现为“净息差”。据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数据，今年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
差为1.54%，与一季度持平，仍偏离1.8%的警
戒水平。

为支持实体经济和减费让利，近年来LPR不
断下调，银行正不断下调贷款利率。成本压力之
下，降低存款利率已经成为呵护净息差的必然。

储户的存款，以负债的形式体现在银行的资
产负债表中。为了缓解压力，银行们争相加强负
债精细化管理，严格控制高成本存款占比。不少
大额存单的限量发行、预约发行，正是银行避免

“贴息”、主动降低负债成本的考量。
未来，存款利率仍有可能“更低一步”。董希

淼表示，总体而言，2024年商业银行仍将继续下
调存款利率，以进一步压降资金成本，减缓息差
缩窄的压力，“除了下调存款利率之外，商业银行
还应减少对存款的利息补贴以及利息之外的费
用，进一步压降存款的隐性成本。”

据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经营报

大额存单转让后的年
利率较低。

大额存单约满售罄页面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