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中期期理理财财产产品品收收益益率率普普遍遍过过““55””
为跨过年终考核这道“坎”，银行力推中期理财

本报8月5日讯(记者 姜宁)

在经历了年中的钱荒之后，各
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逐渐
回归到了正常水平。然而，在本周
一各家银行新发售的理财产品
中，记者发现，许多150天左右的
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较以往普
遍有所提升，大多数高于5%。

“年中出现的钱荒，对各家银
行的打击都非常大。为完成年中
期的各项指标，银行也是频出奇

招，各种‘买存款’的方法都用上
了。这让银行耗费了不少钱，所
以，为了在年终的时候不再出现
这种情况，最近各家银行都把中
期理财产品收益率提高了一些，
吸引市民来买。一般是力推那些
150天左右的产品。”一位业内人
士说，在新发售的理财产品中，大
多数银行的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
较往常提升0 . 3个百分点左右，现
在普遍高于5%，最高能到5 . 2%。

“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卖得还
是比较好的，一天卖了4000万元
左右吧。”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
理财经理说，特别是那些150-180

天期限的中期理财产品，更受欢
迎。“毕竟能多获得一些收益，而
且中期理财产品有利于锁定未来
利率，比那些忽上忽下的短期产
品更有吸引力。”

一般来讲，银行在理财产品
到期后，要再过一周左右时间，才

会把本息付给投资者。这样一算，
如果现在买了150天左右期限的
理财产品，到期日应该是12月31

日之前，而过一周再付本息给市
民，那么这笔在地市级分行的到
期款，就能安然跨过12月31日这
个年终揽储截止日。

“如果临近年终再揽储的
话，那代价可就大了。现在只需
要付 5%左右的利息，可到了年
终，可能就要付1‰左右的日利

率去‘买存款’了。”一位银行业
内人士说。

此外，银行工作人员介绍，6

月份通过短期理财产品揽储跨
越年中时点，最近这批产品基本
要到期了，所以银行也或多或少
出现了钱荒的情况。“钱荒在短
时间内恐怕不会解决，既然不想
每月都来这么一次，那就只有通
过鼓励市民买中长期理财产品
的方法，让钱荒来得晚一些。”

股股份份制制银银行行出出招招““抢抢””钱钱，，四四大大行行拆拆招招反反击击
为争存款，商业银行“暗战”资金归集

本报记者 姜宁

“男人私房钱的噩梦”、“私
房钱终结的利器”，对男人来讲，
拥有这些绰号的“跨行资金归
集”业务是他们不折不扣的梦
魇。但对那些中小型股份制商业
银行来讲，这一业务已成为他们
伸手从国有商业银行口袋中拿
钱的重要依仗。

“存款不好搞了，以前冲任
务，随便找个合作的企业挪借点
钱就可以对付过去，但现在经济
形势不景气，企业更是穷得嗷嗷
待哺。”这是6月末银行冲年中任
务量时，一家股份制银行的副行
长级领导发出的感叹。虽然存款
不好拉，但任务量还是要完成
的。于是，各大银行都把目光投
向了市民的口袋。

在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上大
做文章，已经是股份制银行争夺
市民存款的一种常规方式。但
是，自去年招商银行推出跨行资
金归集业务之后，这一切就开始
悄悄发生改变。所谓“跨行资金
归集”，就是将个人客户分散在
不同银行、不同账户中的资金，
通过网银、手机银行等方式，归
集到一个中心账户的业务。

去年，招行刚开始推出跨行
资金归集业务时，大家都认为它
不过是一个噱头，什么“男人私
房钱的噩梦”、什么“私房钱终结
的利器”，连国有银行也没有引
起足够重视。

但渐渐地，各家股份银行都
认识到，这种新业务能顺理成章
地把手伸进国有银行的口袋中
拿钱，于是纷纷效仿。目前在烟
台，除了招商银行，华夏、光大等
各大股份银行也都推出了此类
业务。

这一起初被当做“噱头”的
新型电子银行产品，目前已成为
各股份制银行“蚕食”国有银行
存款业务的重要依仗。据了解，
今年刚过7月，一些股份制银行
的跨行资金归集业务量就已超
过往年总额。跨行资金归集业
务，在股份制银行中初见成效。

股份制银行再出招

推出资金归集理财

国有银行反击后，股份制银行
自然不能坐以待毙。

7月15日，光大银行发售了一
款资金归集专属理财产品，期限在
40天左右，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 . 6%

左右，跟市面上的理财产品收益率
相仿，比光大银行的普通理财产品
收益率要高一点。

“其实都是噱头，就像现在的
儿童专属、老人专属理财产品一
样，和一般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相比
也不会差太多。”一位股份制商业
银行理财分析师赵经理说。

光大银行客服人员介绍，资金
归集专属理财产品只向那些办理
过资金归集业务的市民推销，现在
卖得还不错。“不是每周都有，期限
也不固定，但是因为利率高一些，
比较受欢迎。”

对于跨行资金归集业务是否
该被抵制的问题，银行业内人士大
多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表看法。国
有商业银行人士认为，这项基于超
级网银的业务尚不成熟。股份制商
业银行人士则反击道，随着存款利
率市场化的放开趋势加强，跨行资
金归集业务在未来必将有一个大
的发展空间，如今他们已站在了时
代的前沿和制高点。

本报记者 姜宁

▲市民正在翻阅资金归集业
务宣传单页。

本报记者 姜宁 摄

本报记者 姜宁

股份制银行靠跨行资金
归集业务抢存款，国有银行打
响反击战。

“有资金流入方，自然会有
资金流出方。那些在跨行资金
归集业务中处于弱势的国有银
行，自然不希望存款资源白白
流出，所以通过设立一系列‘门
槛’的方式来限制资金流出。”一
位银行界业内人士说。

“去年跨行资金归集业务
出现伊始，我们工商银行每天
的归集上限是50万元，今年2月

份将每天的归集上限调整为
5000元，到了5月份，直接停办了
这一业务。”中国工商银行总行
客服人员说，停办这一业务是
因为存在“技术原因”等一系列
可能存在的不安全因素。

中国银行烟台分行工作人
员介绍，从今年6月份开始，接到
总行通知，也暂停了跨行资金
归集这一业务的办理，暂停的
期限未定，理由和中国工商银
行的如出一辙。“技术原因考虑，
担心出现安全性风险。”

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
银行的工作人员则说，现在依

然能办理跨行资金归集业务，
具体的额度要根据归集行的
要求而定。“现在虽然也有很
多银行容忍自家的资金流到
别家银行，但流出的日上限都
不会高于5万元。”一家国有商
业银行的负责人王经理说。

跨行资金归集业务是否
安全？虽然身为国有银行的工
作人员，王经理不得不坦言，
这一账户系统基于央行的超
级网银系统，安全性能确实不
错，起码从来没听说出过什么
问题。“设立门槛，也只是防止
存款流出的一个手段。”

国有银行奋起反击

资资金金不不是是你你想想归归，，想想归归就就能能归归

国有银行发展大公司业务，股份制银行发展个人业务

看看似似““井井水水不不犯犯河河水水””，，其其实实暗暗战战才才刚刚开开始始
本报记者 姜宁

虽然国有商业银行非常抵
制股份制银行把手伸进自己口
袋，但并不表示他们不认同这
一业务带来的利好。“资金归集
业务分为对公业务和个人业务
两种，股份制商业银行看好的
跨行资金归集业务只是个人业
务的一种，市场规模和前景尚
不完善，我们国有银行自然瞅
准了庞大的对公业务市场。”一

家国有银行的工作人员说。
对公资金归集业务市场究

竟有多大？据了解，就在7月下
旬，烟台一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的县域支行做成了一笔20亿元
的公司资金归集业务。“对方是
一家大型的油脂压榨企业，将它
在全国各家分公司的资产自动
归集到我们县域支行的账户上，
虽然分公司账户都为零，但并不
代表这家公司的各地分公司就
不能花钱了，他们还可以继续花

钱，只是要从总行账户上划拨而
已。”这家银行的负责人说。

其他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也
盯上了烟台各大企业、上市公
司，打算在最近“拿下”，让他们
成为资金归集业务的用户。

而对股份制商业银行来
说，由于支行数量少，业务上不
能像国有商业银行那样铺得很
开，自然而然就只能把目光放
在以跨行资金归集为主的个人
业务上。“未来除了推出复合型

的理财产品以外，还会有多种
金融工具的创新。这不是银行
竞争的结束，而是暗战的开
始！”一家股份制银行的营业部
杨主任直言。

在股份制银行打开使用资
金归集业务拉存款这一“潘多
拉魔盒”的一刻，就注定了银行
的存款市场将被搅成一个“遍
布杀机”的战场。正如杨主任所
言，这并不是竞争的结束，恰恰
相反，这是暗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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