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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替”产品利率也在走低

除了存款，现在能够将收益率和现
金价值明确写在条款里的还有三种产品
——大额存单、储蓄国债和个别保险产
品（增额终身寿险）。

大额存单有点类似于存款，就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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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银行的门槛不同，期限从3个月至5年
不等，一直以来都是安全稳定且收益较
优的象征。这种存款类金融产品按期发
售，每期会限定发行额度，到期截止。

这一类产品曾经因为“安全稳定收
益较优”而非常火热，一度额度稀缺、一
单难求，甚至在二手交易平台还曾经出
现过“代抢大额存单”的业务。但随着新
一轮降息潮的到来，大额存单的利率已
经全面进入“1字头”时代，利率优势逐
渐缩小，热度也逐渐下降。

比如，在国有银行中，工行、农行、中
行目前在售的大额存单，1年期和2年期
利率已统一降至1.20%，3年期利率仅为
1.55%。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则已无大
额存单产品可供购买。股份制银行情况
也类似，招商银行在售的1年期和2年期
产品利率均为1.4%，已经没有3年期及
以上的大额存单产品。

再看储蓄国债，其实这类产品和存
款的性质比较像，都类似定期存款。财
政部近日发布公告，2025年第三期储蓄
国债（电子式）和2025年第四期储蓄国
债（电子式）将于近期发行，均为固定利
率、固定期限品种。

其中，第三期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
利率1.63%；第四期国债期限5年，票面
年利率1.7%。利率略高于定期存款和大
额存单，如果和去年4月发行的储蓄国债
相比，三年期票面利率降低了75个基点，
五年期票面利率则降低了80个基点。

最后一类增额终身寿险，虽然是一
种寿险产品，但的确被越来越多的人视
为一种强制储蓄。因为除了保额之外，

增额终身寿险还包括了现金价值，也就
是这张保单本身也能换钱，这部分的权
益类似一张固定利率的大额存单。

值得注意的是，增额终身寿险的预定利
率也在近两年内经历了几次下调，最高利率
已经由3.5%降至3%，再到目前的2.5%。

不难发现，以上三类产品目前的利
率依然能够“跑赢”存款，但在利率下行
环境下，也难以“独善其身”。

分红型理财产品迎来发行热

近期有20余只分红型理财产品处
于募集或即将发售状态，分别来自杭银
理财、华夏理财、渝农商理财等理财公司
以及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

在如今的低利率环境下，银行理财
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一再调降，多位业
内人士预测，理财报价基准仍有30BP-
50BP的下滑空间，能提前锁定收益的分
红型理财产品迎来发行高峰期。

分红型产品中的分红是指产品管理
人依据合同约定，当理财产品满足分红
条件时，将理财产品的部分投资收益提
前分配给投资者。

常见的分红方式有两种：现金分红，
即把产品的一部分投资收益折算为现金
直接发放到投资者账户中；红利再投资，
即把分红金额按照分红当日的产品单位
净值换算成新的产品份额，分配给投资
者进行再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哪种分红方式，
都是提前把部分收益分配给投资者，不
影响投资者实际持仓收益，也不改变产
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记者了解到，除了提前锁定收益这
一优势，分红类产品也比较适合追加投
资，“分红后产品净值可能有所下降，更适
合新客户申购和老客户追加投资，分红后
以同样的金额买入，到手份额会更多。”一
国有行上海某支行理财经理告诉记者。

除了分红型理财，长期限理财产品
也是近期银行理财公司的重点布局产品
之一。多家理财公司都表示，在低利率

背景及降息环境下，通过持有一些期限
相对较长的理财产品，提前布局，有助于
力争锁定当前票息，也更有可能抵御未
来利率下行的风险。

据上银理财称，长期限理财产品在
收益性层面，可投债券资产相对较长，债
券的票息收益也相对较高。且可以采用
骑乘策略、久期策略等以争取更可观的
资本利得。在产品稳定性层面，长期限
产品一般有一定的封闭期，可投资于期
限匹配的非标资产以分散债券市场的波
动，也使得产品管理人可以不受资金频
繁申赎影响更科学地执行投资策略。

多元化资产配置是大势所趋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在分析中指
出，“负债长期化，资产短期化”将成为下
一步理财配置资产重要方向。除了上文
中提到的负债端发行长期限产品——多
发行封闭式产品或拉长封闭式产品封闭
期，资产端也要做出调整。

上述银行业分析师表示，资产短期
化，不会是很大的变化，是要对冲估值整
改后净值波动加大的情况，久期缩短后
适当对冲影响。稳定产品净值，满足投
资者获取安全、稳定收益的需求。

普益标准研究员崔盛悦表示，当前
的低利率环境也对理财公司的投研能力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财公司需要保持
自身在固收类资产上的投研优势，同时
加强建设多资产、多策略的投研体系。
采用多元化大类资产配置思维，根据不
同的市场环境灵活选择资产，通过各类
资产的低相关性分散风险，也能获得更
多市场收益机会。

中信证券研报分析指出，债市收益
率下行的背景下，转债是银行理财固收
投资收益增厚的重要来源，理财投资转
债仍存在较大的配置空间。

除了可转债，在新发和扩募“双轮驱
动”下，我国公募REITs市场扩容增类明
显提速，二级市场历史表现亮眼。界面新
闻记者发现，华夏理财挂钩中诚信公募
REITs精选指数的理财产品处于待售状
态。根据中国理财网的数据，现存续的参
与REITs的理财产品中，发行年份集中在
2023年以前。目前参与REITs市场的理
财产品主要来自北银理财和光大理财。

浙银理财分析指出，银行理财参与
公募REITs有两方面机遇：一方面可以
获取优质资产，提高收益回报。另一方
面目前银行理财配置资产主要以债权类
资产为主，公募REITs兼有权益与债权
属性，在资产配置中更能分散资产相关
性，降低组合风险。

定存利率跌破“1”时代
还有哪些“平替”可选

白银在近期强势上涨至近13年
高位，自2012年 3月以来首次突破
36美元/盎司。6月以来，现货白银
累计涨幅10.71%，现货黄金累计涨
幅1.23%，白银近期涨幅已超黄金。

“近期贵金属价格表现为金弱银
强，白银价格表现强劲。从资金流向
来看，近期无论是投资资金还是投机
资金，都更加青睐白银。”金源期货认
为，白银已开启补涨行情，预计补涨
的逻辑还将持续。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余丰慧表
示，“白银与黄金相比，波动性更大，
其价格变动不仅受到避险需求的影
响，还深受工业需求变化的影响。6
月以来白银涨幅远超黄金，反映出
市场对经济复苏及新能源产业发展
的乐观预期，这些都极大地推升了
白银作为工业金属的需求。而黄金
更多地被视为避险资产，在当前风
险偏好提升的背景下，其涨幅相对
较小。”

从历史周期看，当前现货白银的
价格虽然有所回升，但仍低于2011
年的最高点（49.79 美元/盎司）。那
么，当前是投资白银的好机会吗？

余丰慧认为，当前对于投资者来
说确实存在投资白银的机会，但同时
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白银市场的
波动性较大，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全球经济状况、货币政策、市场
需求等。普通投资者在考虑投资白
银时，应该关注市场供需变化、宏观
经济环境以及政策走向等因素。在
资产配置中，建议将白银作为分散风
险的一部分，比例不宜过高，具体可
以根据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
目标来确定。

紫金天风期货贵金属研究员刘
诗瑶表示，白银因其高价格弹性和持
仓集中的特点，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确
实展现出独特的投资潜力。但“盘子
小、弹性大”的双刃剑属性，也要求投
资者必须将风险控制置于首位，审慎
评估窗口机会。在资产配置中，因白
银的波动高于黄金，建议“严守上限、
动态平衡”。

据时代周报

价格突破36美元
创13年新高
投资白银的机会来了？

5月下旬，六大国有银行集体宣布下调存款利率，一年期定存利率首次跌破1%，活期利率
仅0.05%。曾经靠高利吸储的中小银行也紧随大行降息步伐，大多将定存利率降至1.7%以
下。

利率一降再降，不过在市场上，还有这些存款“平替”可选择。

店员展示银手镯

新一轮存款利率调整后的首批储蓄
国债（电子式）在6月10日开售。对比来
看，此次储蓄国债3年期和5年期品种票
面年利率分别为1.63%和1.7%，较上月发
行利率均下行30BP。

“线上没有额度了，只能来柜台试
试。”10日上午，记者以投资者身份咨询
储蓄国债购买事宜时，多家国有大行和
股份行客户经理给出了类似回复。

根据财政部通知，2025年第三期储
蓄国债（电子式）和 2025 年第四期储蓄
国债（电子式）将于6月10日至6月19日
发行，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

品种。其中，第三期期限3年，票面年利
率为 1.63%，最大发行额 250 亿元；第四
期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1.7%，最大发
行额250亿元。

相较于凭证式储蓄国债，居民购买
电子式储蓄国债的渠道选择更为灵活，
银行柜台和线上渠道均可认购。不过，
因为发售首日线上销售额度有限，行情
火爆时更考验“手速”，往往“手慢无”。

“我认识的没有一个客户在手机上
购买成功，都是在柜台买的。”一位国有
大行北京地区工作人员表示。10 日早
间，记者在多家银行手机银行端看到，最

新发售的5年期储蓄国债均显示售罄。
以工商银行为例，该行手机银行页

面显示：截至 10 日上午 8：46，第三期电
子银行渠道可销售额度为 0 元；截至 10
日上午8：31，第四期电子银行渠道可销
售额度为 0 元。这也意味着，5 年期储
蓄国债线上开售一分钟即被抢购一
空。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其他银行的
线上渠道5年期储蓄国债也多数早早售
罄，3 年期品种额度消耗则略慢于 5 年
期品种。

本报综合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时代
周报、界面新闻、中国理财网等

储蓄国债开售 线上又“秒光”

银行工作人员在为客户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