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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银行存款利率调整5月20日落地，这是自去年10月以来的再度下调。
5月20日，六大国有银行等多家银行再度下调了存款挂牌利率。上述银行的1年定期存

款挂牌利率首次跌破1%；3年及5年定期存款利率均下调了25个基点。不仅如此，部分银行
还调整了大额存单等存款产品的挂牌利率。

此前红极一时的跨城存款“特种兵”也有所减少。有储户告诉记者，当前银行存款利率太
低，跨城存款已“不划算”，现在其中一部分人转向了银行理财。

部分银行1年定存利率跌破“1”字头

“存款特种兵”转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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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存款利率下行
手头闲钱咋安排？

面对存款利率下行与市场波动，
“现金为王”的呼声再起。两位专家
认为，极端保守或激进都是风险。

对于“现金为王”的理念，鼎诺投
资量化总监林宏伟认为，在资产价格
波动、通胀低迷、外部环境不稳定时，
持有现金可规避风险、保留抄底资
金，但难以准确把握市场转向时机。
若长期全仓现金，可能错过黄金、债
券等资产的表现机会。远东资信首
席宏观研究员张林则强调，中国货币
政策克制，人民币币值稳定，短期通
胀上行概率低，“现金为王”有一定合
理性，但需警惕集体持有现金可能加
剧经济与资产价格下行的风险。

林宏伟提出，资产配置应遵循
“先保障、后投资”原则：先配置保险
（尤其是家庭经济支柱的医疗和大病
保险），预留日常用度与未来确定支
出的资金，再对闲置资金进行多元配
置。他建议，配置组合需覆盖股票、
债券、商品、黄金等资产，利用不同资
产的风险对冲特性（如股债跷跷板效
应、黄金对冲通胀与地缘风险），实现
稳健增长。例如，资产配置的“永久
策略”（黄金、股票、长期债券、现金各
占1/4）可作为参考，国内投资者可根
据实际情况调整（如将股票、债券配
置为中外资产组合）。

张林从宏观政策角度补充了三
类配置方向：一是“穿越周期”的资
产，如黄金、利率债（当前日元或优于
美元）；二是“抚慰周期”的资产，如提
供精神慰藉的文化娱乐产品相关企
业股票；三是“跨越周期”的资产，如
科创债、新兴产业股权投资，提前布
局未来可能爆发的科技与产业升级
机遇。

展望2025年下半年，张林认为，
中国经济韧性较强，虽处于调整期，
但相比全球主要经济体仍具潜力，居
民和企业需保持耐心，企业家应积极
寻找新赛道，普通民众可关注政策动
向与专业投资建议。

林宏伟则强调，长期来看，全球
生产率持续提升的趋势未改，经济短
期困难终将过去。他说道：“工业革
命至今200年，经济向上的‘DNA’从
未改变。普通人要做的，是握紧现金
流、提升技能，等待黎明。”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关注宏
观趋势的同时，合理规划资产配置，
平衡风险与收益，方能在穿越周期中
实现财富的稳健增长。

据经济观察报、中
国经营报、贝壳财经

“存款特种兵”不香了

2025年，存款利率进入“1”时代，
曾是“存款特种兵”大军中一员的郭
先生再次将目光聚焦到银行理财。

郭先生，年近60岁，在投资领域
有着丰富的经历。20世纪90年代，
他投身股市，摸爬滚打多年积累部分
资金后，于2014年开始进行银行理
财投资。

彼时的银行理财市场热闹非
凡。《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
（2014）》显示，截至2014年末，银行理
财市场存续余额达 15 万亿元，较
2013年的10.21万亿元同比增长约
46.9%。当时，互联网理财兴起，银行
通过提高短期理财收益率应对冲击，
有银行 3 个月期理财产品利率达
5.5%。郭先生顺势购买了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风险等级为
PR3的理财产品。

然而，市场环境不断变化。2018
年，《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
务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要求打破
刚性兑付，银行理财需从“预期收益
型”向“净值型”转型，禁止承诺保本
保收益。此后市场利率下行，银行理
财波动常态化，收益持续走低，到
2020年部分短期限产品收益率跌破
3%。至2022年，郭先生已尝试购买
了所有国有大行及股份行的银行理
财产品，对银行理财投资也有了不一
样的考量。

2023年，在外出旅行过程中，郭
先生意外发现外地城商行存在利率
差。借此契机，他将共计千万元的银
行理财赎回，转向银行存款，加入了

“存款特种兵”大军。
2023年，全国性商业银行的存

款挂牌利率密集下调3次，5年期整
存整取利率从年初的2.65%降至年
底的2%，而部分中小银行、民营银
行的存款利率尚未及时跟随下调，
甚至仍处于“4字头”。较大的利差，
吸引了不少储户开启“存款特种兵”
模式。

不过，市场形势瞬息万变。郭先
生坦言：“现在这种方式的风险成本
相对较高，加上存款利率普遍较低，
去外地存款已不太合适了。”

2025年初银行理财收益率波动
下行，他感知到了市场的变化，也接
受了收益率的波动。4月以来，理财
市场回暖，郭先生再次购入了3款新
发的理财产品。目前，他的理财资金
主要分布在1家股份行和4家城商
行，一款业绩比较基准为 3.60%~
4.20%的华夏理财产品到期后，最终
收益率达到3.65%，这让他对当前的
理财选择颇为满意。

接下来，郭先生还有大约5笔理
财产品即将到期。面对到期资金，他
保持着谨慎且敏锐的态度，持续观察
市场动态和各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为下一步的资产配置精心谋划。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薛洪言表
示，在存款利率不断调降的背景下，
存款搬家至银行理财是市场自然选
择。当前1年期存款利率已降至1%

以下，而银行理财受益于债市行情，
部分产品收益率更具吸引力，形成

“比价效应”。这种现象反映了投资
者对收益的合理追求，但需注意理财
并非“无风险”，其净值会随市场波
动，投资者需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选择，避免盲目跟风。

存款利率阶梯日渐模糊

“存款特种兵”淡出江湖的背后，
是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存款利率阶梯
正在日渐模糊。

在过去，存款利率大致按照民营
银行＞村镇银行＞农商行＞城商行
＞股份行＞国有行的排序呈阶梯式
下行，也就是所谓的“大行卷贷款，小
行卷存款”。

但净息差的压力迫使依赖高息
策略的民营银行、村镇银行、农商行
等不得不加速下调存款利率。

以民营银行为例，不完全统计显
示，年内，19家民营银行已调降存款
利率40余次，其中，4月份，11家民营
银行先后16次降息。比如，福建华通
银行当月连续三度降息，包括：4月10
日起，3年、5年期单位定期存款挂牌
利率分别下调至2.80%、2.90%；4月
13日起，3个月、3年、5年期个人定期
存款挂牌利率分别调整为 1.30%、
2.70%、2.60%；4月 21日起，2年、3
年、5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分别调整至
2%、2.45%、2.5%。

威海蓝海银行年内更是发布了8
次存款利率调整的公告，包括1月调
1次、2月调3次、3月调1次、4月调2
次、5月调1次；另外，辽宁振兴银行
年内发布了5次调整公告。

多轮下调之后，民营银行与农商
行、城商行定期存款之间的利差也在
收窄，存款“高地”的优势逐渐消失。

除了降息以外，长短期存款利率
普遍倒挂，也令“存款特种兵”们失去
了跨省存款的热情。比如，安徽新安
银行近日发布公告，该行将于6月6
日对2年和3年期储蓄存款产品利率
进行调整，调整后，2年期存款利率
2.55%，3年期为2.50%，2年期存款利
率高于3年期。

银行理财打出“诚意牌”

在郭先生当下购置的理财产
品中，短期理财产品居多。

理财经验超过15年的张先生
认同这一做法，“银行理财就买短
期的。”张先生提到，他会将资金划
分为长期资金和短期资金，短期资
金用于购买银行理财，长期资金则
购买稳健理财组合及指数基金的
组合。

投资者对短期理财
的青睐，促使银行及理财
子公司积极布局。为吸
引投资者，近期不少
银行密集推出短期
高息理财产品。

招银理财在

“五一”小长假前夕重点宣传了多款
风险等级在R1和R2的理财产品，部
分产品七日年化收益率可达3.4%；
平安理财一款最短持有期为7天的
理财产品，近 3个月年化收益率达
5.04%，成立以来年化收益率为
5.32%。

薛洪言表示，短期理财备受青
睐，主要因其流动性强、风险相对可
控，符合当前投资者对资金灵活性的
需求。在利率下行周期中，短期产品
能够更快地适应市场变化，从而避免
长期锁定导致的收益损失。但短期
理财收益通常低于中长期产品，投资
者需在流动性和收益间做好平衡，同
时关注产品底层资产（如短债、同业
存单等）的稳定性。

除了推出高收益产品，银行理财
公司还在费率上让利。张先生提到，
对他而言，高收益能否达到业绩比较
基准是最关心的因素，此外，看到理
财产品降费或有优惠活动等也会购
买。近期，多家理财公司相继发布费
率优惠公告，对旗下多款产品进行阶
段性降费。

中银理财于2025年5月20日至
7月17日对“中银理财-稳富（双月
开）002”产品B份额费率进行优惠，
即产品销售服务费率由0.30%（年化）
下调至0.10%（年化）。

光大理财发布公告称，将于2025
年5月21日（含）至2025年12月03
日（含）期间开展“阳光金丰利乐享
198期（机构专享）”理财产品费率优
惠活动。管理费率将由0.15%降至
0.07%，销售服务费率由0.2%下调至
0.08%。

华夏理财于5月19日（含）对现
金管理类理财产品74号新增发行K
份额，实行销售手续费率阶段性优
惠，优惠后费率为0.10%/年。

与此同时，为快速响应市场利
率变化以及提示投资者风险，银行
理财产品也在下调业绩比较基准。
例如，东莞农商行、唐山银行、兴银
理财等机构发布理财产品业绩比较
基准下调公告，部分产品基准调整
幅度超过 100 个基点，利率下限低
于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