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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百姓钱经

“正利率”来袭 理财咋转向
长期存款未必划算 国债、债基有望走红
本报记者 桑海波 实习生 于丹 高源骏

“负利率”下存款缩水，
让居民十分闹心。国家统计
局 9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2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
3 . 2%，创20个月以来新低的
同时，居民一年期实际存款
利率在经历了24个月为负
后，也首度由负转正。

当市民正在为“存款不
再缩水、不用担心通胀了”
欢呼之时，也有一些人担心
正利率不会只是“昙花一
现”吧？

对此，交通银行分析报
告认为，虽然月度CPI涨幅
今后不排除再度上扬的可
能，但考虑到全年物价稳
中有降的走势，我国居民
实际存款利率在过去两年
来持续为负的格局已经扭
转。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人
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回答
记者提问时也提到：“经过
克服通货膨胀的努力，也参
考国际形势的变化，负利率
或迟或早会消失，会转变为
正的实际利率。”

“正利率”

能否持续？

正利率难唤回储蓄意愿

CPI涨幅3 . 2%，一年期定存
3 . 5%，这意味着负利率时代结束，
在银行存款终于划算了，这种情况
下，居民储蓄意愿是否回升，商业
银行会迎来存款潮吗？记者调查发
现，“正利率”乍现，市民的存款意
愿并不强烈。

“存款收益率太低，实际意义
不大”，市民朱小姐就对储蓄存款
持观望态度。她分析说，比如，现在
100元钱可以买一袋大米，按照目
前的CPI涨幅计算，一年后一袋大
米价格将达到103 . 2元，如果把钱
放 在 银 行 里 ，一 年 后 本 息 共 计
103 . 5元。

朱小姐说，“比较下来，把钱放
在银行里，并没有带来购买力的提
升，存款只能保证财富不缩水，并
没有带来更多的收益”。这也是很
多市民不打算增加存款的原因。

“负利率只是暂时转正，未来
几个月的走势还不好确定，并没有
多少指导作用”。济南某公司职员
曹先生认为，与存款相比，现在投
资的渠道比较多，如买理财、炒股
票、投资贵金属等等，这些产品的
收益水平远高于储蓄存款，这是他
对存款不“感冒”的原因。

市民的态度，符合一些财经人
士预测。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
平就表示，一部分小微储户选择储
蓄的可能性多一些，资金量稍微大
一些的目前有很多投资的渠道，除
了股市以外，理财、信托等许多产
品有时候会给出高于一年期定期
存款3 . 5以上收益的回报，所以很
多中户、大户还是可以继续选择其
他的投资品种。

长期存款未必划算

虽然居民储蓄意愿并不强
烈，不过，也有一些稳健型家庭 ,
尤其是中老年人开始考虑增加
存款在家庭资产配置中的占比。

“CPI回落，未来有降息的可能，
我 打 算 把 部 分 存 款 转 成 中 长
期”，有市民这样打算。

预期到了降息的可能性，趁
着利率还在高点时长期存款，避
免未来遭遇利息损失。对于“存
款转作长期”想法，在一些专家
眼中或许未必划算。

一些经济学家预期，今年虽
然是艰难的一年，但是经济周期
会随后转变。经济政策将再次调
整，利率也有重新上调的可能。
如果此时将所有的资金都变成
了定期存款，尤其是长期的定期
存款，并不划算。

“存款是必要的，但是要考
虑家庭资金的流动情况，并以此
来选择定期存款的期限，提高资
金的灵活性”，工行大观园财富
管理中心主任王霞建议。

理财人士以5万元存款为例
说明：对于经常有资金需求的家
庭，可以考虑“定期+活期”的搭
配，2万元存活期，3万元分成三
份存定期，分别存1、2、3年期，到
期的1万再存为3年，这样一来，
每个存单都是3年期，可以获得
更高的利息收益。

如果资金不急用，可以把存
款分作三份，其中1万元1年期，2
万元2年期，2万元3年期。这样当
存款到期后，可以根据当时市场
利率情况和预期，再重新选择存
款期限。

持续两年的“负利率”结束，降
息的预期加大，一向冷门的储蓄国
债突然变成了“香饽饽”。稳定的投
资回报以及高于定期存款的收益，
成为储蓄国债近期走红的原因。

3月10日，今年第一期、第二期
电子式储蓄国债开始发行。第一期
期限为3年，年利率为5 . 58%；第二
期期限为5年，年利率6 . 15%。14
日，记者在泺源大街的建行、农行
等几家银行调查时了解到，相比之
前的不冷不热，今年前两期储蓄国
债的销售情况明显好转。

“3年期的储蓄国债销售情况最
火，购买的多是一些中老年人，他们
更习惯于这种稳健的投资方式。”一
家国有银行的大堂经理告诉记者。

工行大观园财富管理中心的
王霞表示，去年12月和今年2月央
行连续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
月CPI涨幅低于一年期定存利率，
存款准备金率继续下调的可能性
较大，这些都意味着加息周期的结
束，类似储蓄国债这样的传统固定
收益的中长期投资品种自然受到
青睐。

“具备一定风险承受能力的投
资人可以考虑债券和债券基金，收
益会更加合适。”王霞称，债券对利
率的敏感性很强，一旦出现降息，
债券基金的收益率就会提高。

对于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的投
资人，理财人士则建议，可以考虑介
入资本市场，投资股票，或者买混合
型、偏股型基金。“负利率改变，货币
政策转向宽松的预期加强，货币政
策宽松后，流入股市的资金增多，
对于资本市场是一种利好。”

国债、债基有望走红 理财产品收益或走低

对理财市场而言，货币市场利
率的大幅下降将对短期银行理财
产品的收益率形成较大压力。“目
前，理财产品的收益已呈现下降趋
势，以往热衷投资短期产品的格局
或将改变。”省城某股份制银行理
财经理杨先生对记者说。

数据验证了理财人士的判断，
普益财富的统计数据显示，1月份
银行发行的1个月期限以下产品的
平均收益率为4 . 36%，而2月份该类
产品的平均收益率已经下降至
4 . 06%，3月份至今，该类产品的收
益率进一步下降至3 . 4%。

不过，记者也发现，虽然短期
产品收益走低，期限较长的产品受
到的影响并不大。据普益财富统
计，上周，1个月以下产品平均预期
收益率为3 . 6%，相比前一周4 . 01%
的平均预期收益率有所下降；1个
月至3个月期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
率仍然维持4 . 82%；3个月至6个月
期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率由5 . 08%
下降至5 . 01%；然而，6个月至1年期
产品则从4 . 95%的平均预期收益率
上升至5 . 20%。

普益财富研究员叶林峰指出，
随着市场资金面的进一步宽松以
及未来对于降准预期的升温，银行
发行的3个月以下期理财产品的收
益率可能都会受到影响，投资者需
要根据自身情况灵活配置不同期
限的理财产品以获得最大收益。

省城理财经理杨先生建议，
“考虑到未来央行还有可能进一步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投资者手中的
资金若较长时间不用，可以关注中
长期的银行理财产品。”

过去的两年，人们已习惯了恼人的“负利率”，钱放在银行里越存越少，不得已想尽各种

办法理财，拼命与飞涨的CPI赛跑。如今，“负利率”突然转正，不少人甚至产生了一种陌生感，

“正利率”对市民投资理财将产生怎样的影响，理财该如何调整方向呢？

所谓负利率，是指通货
膨胀率高过银行存款利率。
这种情形下，如果只把钱存
在银行里，会发现财富不但
没有增加，反而随着物价的
上涨缩水了。

根据央行数据，目前我
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 . 5%，
由于2月份CPI同比涨幅从1

月份的 4 . 5 %大幅回落到
3 . 5%以内，这意味着一年期
实际利率已转为正值。

此前我 国 曾 在 2 0 0 4

年、2007年和 2010年起三
次 出 现 了 长 期 负利率阶
段，负利率时间均超过20个
月。

曾经经历

三次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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