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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存单是由银行向个人或机
构发行的一种大额存款凭证，通常
情况下个人20万元起投，期限从1
个月至5年不等。与普通的定期存
款相比，大额存单具有更高的起点金
额和相对更高的利率，为投资者提供
更高的收益。因兼具安全性、收益性
和流动性等特点，大额存单经常受到
储户的追捧，“上架就售罄”“一单难
求”的现象时常见诸报端。

不过，随着存款利率的多轮下
调，新发大额存单的利率也屡下台
阶。记者查阅手机银行APP发现，国
有银行的大额存单利率已全面进入

“1”字头时代。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App的3年期大额存单利率
均为1.9%，中国银行、邮储银行App
已无3年期大额存单产品，交通银行
App显示当前无可购买的大额存
单。5年期大额存单则已全面下架。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常常供不

应求的部分国有大行大额存单，当
前额度也较为充足。以农业银行为
例，该行手机银行App显示，各期
限的大额存单均有剩余额度。记者
从储户处获得的图片显示，截至2月
6日16时34分，农业银行App上的
金穗2025年第6期个人大额存单的
剩余额度为1.5亿元。北京市朝阳区
一家农业银行网点的工作人员也告诉
记者，近期各期限的大额存单额度都
比较充足，客户自己在APP上操作
就能买。如果到网点来存，还会额
外送一些大米、油、面等小礼品。

在此背景下，储户涌入大额存
单转让市场也是顺理成章，毕竟新
发行的大额存单利率已再难觅3%的
踪影，“捡漏”高收益的转让大额存单
则成了“抢到就是赚到”。而对于实
在抢不到又不满足于“1”字头利率的
储户，近期中小银行密集发行的大额
存单也是一项折中的选择。

从“4”字头到“2”字头
银行下调美元定存利率

美元定存利率“高地”正在消失。
“由于近期外币市场波动较大，本行将对

各分行美元存款等利率授权进行调整，有购
汇需求存美元定期的请抓紧上车！”日前，不
少储户收到关于美元定存利率调降的通知。

经了解发现，不少银行目前已下架或停
售美元定存产品，还有的银行已“悄然”完成
美元定存产品的利率调降，有银行美元定存
利率从4%以上下调至2%。经过本轮调降，国
内银行美元存款利率“高地”进一步消失。

尽管在降息环境下，美元存款和理财产
品仍有一定吸引力，但投资者仍需谨慎。南
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指出，美
元理财产品热度居高不下，主要是因为市场
普遍预期美元汇率会走强。不过，银行下调
利率可能会对短期资金流动产生影响。

业内分析人士提示，对于持有美元的投
资者，建议选择期限较长的金融产品，以便锁
定当前相对较高的利率。而对于计划通过换
汇来购买美元定期存款的投资者，则需仔细
评估利率下降的风险与可能获得的利差收益
之间的平衡。 据第一财经

钱存进银行越久，利息反而更少？
春节前后，部分中小银行对存款利

率进行了调整，调整之后出现了利率
“倒挂”的情况。

怀仁农商行调整存款利率，调整后
一年期、两年期定存利率分别为
1.75%、1.45%，三年期、五年期定存利
率分别为2.15%、1.9%，均出现利率“倒
挂”。一般而言，存款期限越长利率越
高，存两年反而不如存一年利息高，利
率“倒挂”现象不多见。

事实上，银行存款利率“倒挂”现象
此前已有，但主要是3年期存款和5年
期存款倒挂。

1年期和2年期存款利率“倒挂”的
情况并不多见。广东某农商行理财经
理说，“印象中，我们行没有出现过这种
情况，从业这么多年也很少见。”

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
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1年期和2
年期的存款利率倒挂的现象较少。目
前看，都属于个别现象，并没有普遍性，
但存款利率倒挂并非新鲜事。

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表
示，个别银行存款利率期限倒挂，与该
银行特定时点的促销策略有关。

他进一步分析称，从行业层面看，
在降息的大环境下，市场对长期限存款
利率走势预期偏保守，导致长期存款利
率向短期存款利率收敛，存款期限利差
不断收窄，则为存款期限利率倒挂的偶
然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某农商行人士说，这其实是银行针
对负债端管理的一个举措。银行希望
通过调整存款利率结构，引导客户选择
更符合银行负债管理需求的存款期限。

多个受访人士认为，存款利率“倒
挂”不会成为新的趋势。

薛洪言表示，一旦期限倒挂成为行
业常态，会引发储蓄向短期存款集中，导
致银行负债结构失衡，流动性管理压力
大增，这是行业无法承受的风险。所以，
期限利率倒挂，只能是一种偶发现象。

董希淼表示，总体而言，出现利率
倒挂的银行数量和其对应的存款数量
相对较少，且多数定期存款提前支取并
不划算，因此对银行存款规模的实际影
响较为有限。近期存款利率倒挂现象
反映了银行对利率走势的研判。从中
长期视角来看，银行预判存款利率将继
续下行，所以主动减少吸纳当前利率较
高的中长期存款。

业内预计未来存款利率或将进一
步下行。中金公司研究部银行业分析
师林英奇认为，考虑到房价和物价增速
仍然偏低，实际利率水平仍然不低，预
计2025年逆回购和LPR（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降息幅度有望超过2024年，降
幅达到30～50BP，存款利率有望同步
下调。 据界面新闻

3%以上利率大额存单转让秒光

“捡漏”需要哪些技巧？
“这种转让的大额存单，但凡利

率超过3%都基本秒没，大家有空
可以多去蹲蹲！”近期，有网友在社
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抢到高收益
大额存单后的心得体会。在其看
来，新发的大额存单利率已经不够
有吸引力，因此决定转战银行APP
的大额存单转让市场“捡漏”。

无独有偶，还有网友慷慨分享
了大额存单转让平台的抢单技巧，
表示一台运转流畅的手机、足够快
的网速和对抢单步骤的熟悉程
度是抢到大额存单的三大必备
“硬件”。同时，抢单时机非
常重要，例如零时是银行结
算利息的分割线，一些存单
持有人会在零时刚过就进
行转让操作，以便既取得利
息又不影响第二天的资金
使用。“因此这个时间伏击
会更容易抢到。”

老人在银行查
询购买的理财产
品 新华社发

低利率时代如何打理“钱袋子”
兰州银行某支行的一位理财经理告诉记

者，按照目前的形势，新发大额存单的利率今
年还会进一步降低，建议投资者多关注一下
理财和保险产品。同时有专家建议，低利率
的时代背景下，投资者应降低对储蓄类投资
的收益预期，平衡好风险和收益的关系，综合
配置资产。

光大银行乌鲁木齐分行投资顾问周钰近
期在谈及“低利率时代该如何做好资产配置”
时也表示，风险承受能力低的客户可以考虑
配置预定利率的增额终身寿和趸交类固收保
险产品，避免遭受权益产品的过山车体验，在
利率下行的时代锁定长期收益。在理财配置
方面，还可以选择低波资产占比高的产品，避
免短期内利率波动影响持有体验。

一位城商行人士对工薪家庭的建议是，
先预留足够的流动资金以备不时之需，这部
分资金可以配置现金管理类产品或最短持有
期理财产品，既保障了资金的流动性，又实现
了财富的保值；而对于中长期闲置的资金，可
以投资于1~2年固收类封闭式产品中，以期在
稳健中实现财富的增值。他还坦言，如果面
对房贷等高利率债务，也可以考虑提前还贷，
以降低财务成本。

有专家预计已经创下历史新高的金价仍
将上行，2025年黄金的配置价值仍然凸显。

中国银行预计，2025年黄金长期趋势向上，
有望续创历史新高，但短期扰动因素仍存，大概
率呈震荡向上态势。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1 国有银行新发大额存单利率屡降

春节假期过后，多家中小银行
宣布推出新一期的大额存单产品，3
年期利率普遍在2%以上。例如，一
位重庆三峡银行客户经理向记者出
示的宣传海报显示，该行新一期个
人大额存单于2月6日9时准时发
售，存期为1年、2年和3年，执行利
率为 1.80%、2.10%和 2.30%，以存
入 20万元为例，到期利息分别为
3600 元、8400 元和 13800 元。同
时，存入20万元另有粮油米面等礼
品相送。

2月6日12时，记者再度咨询重
庆三峡银行客户经理，对方表示新
一期个人大额存单已经基本售罄，
仅1年期还剩少量余额。“这一期大
额存单额度发行得不多，很快就抢
完了。”他向记者坦言。

再如，苍梧农商银行官微于2月
5日宣布推出2025年第二期大额存
单，产品期限涵盖了3个月、6个月、1
年、2年及3年，对应利率为1.40%、
1.60%、1.85%、2.05%和 2.60%，20
万元到期收益分别为700元、1600
元、3700元、8200元和15600元。

事实上，新年伊始，已有齐鲁银
行、承德银行、山西阳城农商行、淮
北农商行、江门农商行等数十家中
小银行密集发行2025年首期大额
存单产品。就产品利率看，多数银

行所发行的大额存单3年期利率均
超过2%，但同时也有部分银行仅发
行了一年期或以下等较短期限的大
额存单，利率普遍在2%以下。

为何开年中小银行发行大额存
单意愿更强，利率更高？中国银行
研究院研究员杜阳告诉记者，年初，
中小银行发行大额存单意愿更强，
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

第一，就资金需求端看，年初是
银行制定全年信贷投放计划的关键
时点，中小银行为抢占市场份额、更
好完成全年揽储目标，倾向于通过
发行大额存单快速筹集资金。第
二，就资金供给端看，年初市场资金
面相对宽松，中小银行吸收储户闲
置资金的市场环境更为有利，这一
策略既能满足流动性管理需求，又
能为后续贷款投放提供稳定的资金
来源。第三，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
银行市场竞争力相对不足，更加需
要通过大额存单等高利率存款类产
品吸引储户。

不过，杜阳坦言，此种揽储方式
的可持续性有待考量，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需要银行提供信贷支持，
为了降低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
LPR仍存在进一步下调空间。高负
债成本的揽储行为可能会进一步加
剧中小银行经营面临的息差压力。

2 中小银行密集“上新”大额存单

相关

存两年不如存一年
部分银行利率“倒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