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9关注2013年9月30日 星期一

编辑：冯荣达 美编/组版：武春虎·今日烟台

借借给给其其他他银银行行，，月月利利率率高高达达66%%
本报揭秘：银行卖理财产品揽到的钱都干了啥

第一款理财产品
2004年问世

自2004年，国内第一款理财产品
问世之后，理财产品在最近几年呈现
出了一种繁荣化的发展模式。通过查
阅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金融发展
报告(2013)》了解到，2012年全国银行
理财产品在国内的发售量超过3万
款，募集资金超过20万亿元。

缺钱的银行

会找同行借

银行工作人员介绍，银行在缺
钱时，会到同业拆借市场上找钱多
的银行借款，同业拆借的利率也会
因为资金需求量的多少而上下浮
动。例如6月份，同业拆借的月利率
高达9%，之后回落到了4%左右。而
最近，同业拆借的月利率又达到了
6%以上，而同业拆借的年利率尚
不足5%。

“通过理财产品吸纳来的资
金，就会有一部分用于同业拆借。
大部分情况是，国有银行拆借给股
份制银行。”一位业内人士说，国有

几大银行的客户资源丰富，资金也
很雄厚，将这些资金拆借给股份制
银行，能赚取相当可观的利润。

股份制银行拿到这部分拆借
来的资金，会用来干什么？烟台一
位从事银行贷款评估工作的知情
人士透露，拆借来的资金，银行会
拿来放贷或者支付到期理财产品
的本息。

除了同业拆借以外，国债、公
司债券等别的一些较为稳妥的投
资方式，也是银行揽来的资金的主
要投向之一。

信托产品

资金的又一流向

信托类产品，也是银行通过理
财产品揽来的资金的一个主要投
资方向，但是风险要比各类债券和
同业拆借大一些。

许多在银行贷不出款的企
业，会通过发行信托计划的方式
来募集资金，这种计划就是信托
产品。

一般来讲，信托项目的融资成
本是融资总额的15%左右。如果企
业在融资后经营不善，可能会还不
上款，所以信托类产品的安全性相
对不足。

但不可否认的是，银行通过理
财产品揽来的资金中，有不少也是
投入到信托产品当中的。

在无意之间，记者看到了两家

股份制银行的“机密性”文件，资金
投向分配表，表格中显示，多款理
财产品揽来的资金，都是25%投向
信托，65%投向安全性较高的各类
债券。“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比
例。”业内人士说。

一家银行的理财经理透露，因
为信托发行方的资质良莠不齐，不
排除有些发行企业可能出现“这一
期借了款还不上，再通过发行下一
期信托产品来拆东墙补西墙的”的
情况。“所以，信托产品的收益率看
似很高，其实风险也不小。”但是，
并非所有信托产品都是不安全的。
一些还款能力强但一时缺钱的国
有企业发行的信托产品，还是不错
的选择。

养乐多传媒巡讲团
来烟传递“健肠长寿”理念

本报9月29日讯 2 5-27

日，山东营养学会在烟台主办
了“‘肠识’有意思益生菌传媒
巡讲团”活动。巡讲团邀请了多
名行业专家作为主讲老师，以
巡讲课堂的形式，与大家分享
了“健肠长寿”的理念。活动协
办方养乐多，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讲述科学简便的选择产品
的方法，传达正确的益生菌知
识。

活动现场，烟台滨州医学
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博

士韩文婷，采用面对面近距离
交流互动的方式，讲述了人体
肠道的结构、生理与功能，并介
绍了国际上关于肠道健康与肠
道微生物的密切关系。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
营养工程学院教授任发政强调：

“要想彻底发挥对人体肠道的调
节作用，优质的益生菌饮品首先
需要保证其中所含的活菌能够
顺利通过人体强酸强碱环境的
考验，活着抵达肠道。”任教授以
养乐多为实例，现场教授大家选

择优质益生菌产品的方法：在选
择益生菌产品时，应区分产品品
类、安全性、活性和科学有效性；
在购买时更要仔细查看产品包
装上的产品名称、配料表，做一
个理性的消费者。

据悉，作为本次活动的协
办方，全球活性乳酸菌饮料的
领导品牌养乐多，一直是益生
菌产品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国际
典范，并坚持用面对面的方式
向普通消费者传递肠道健康理
念70年。

买买理理财财，，分分散散配配置置资资产产是是关关键键
业内建议：投资者应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合理配置资产

“一般来讲，一个家庭要按
照实际情况来确定买理财产品
的种类和数量。在市民买理财
产品的时候，银行方面都会让
市民填写一张风险测评表。这
张表非常重要，如果市民要买
理财，一定要重视这张表格的
填写。因为我们会据此提出专
业的投资意见。”银行理财师赵
经理说。

赵经理介绍，有一些理财
产品收益率不高，通常只有5%

以下的水平，但很稳妥；而一些
信托类产品的收益率很高，但

是风险也很高。投资者如果有
条件，可同时配置这些产品，这
样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但是专业人士也坦言，现
在许多投资者在买理财产品
时，拿不出太多的钱，能凑得起
5万块钱就算不错了，更别提拿
出大笔的资金来配置资产了。

“这种情况下，可以尝试着买点
基金或者电商推出的各种理财
产品，这样的话，门槛要比5万
元低很多。”

面对种类繁多的理财产
品，如何选择已经成为大部分

普通投资者的烦恼。在这种情
况下，如何合理配置资产，从理
财中发觉财富的价值，才是最
重要的。

“现在银行都在讲，你不理
财，财不理你。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现在很多市民对理财都不
是很了解，就更不要提什么合
理的配置资产了。”银行工作人
员说，许多市民总是认为，银行
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会是稳定不
动保本保息保收益的，其实这
是对理财产品非常不熟悉的表
现。

这些误区
你是不是也有

一方面是理财产品的繁荣发展，
另一方面却是市民对理财产品基本
认识的缺乏。有市民甚至把理财产品
当成存款一样看待。“非常犯愁，对于
这些客户，我们基本要一点一点跟他
们讲解理财产品的知识。”一家银行
的理财经理赵经理说。

为此，本报特地总结了投资者对
理财产品存在的一些误区，并希望通
过这种方式教大家怎么买理财产品。

1、许多投资者在买理财产品时，
依靠亲朋好友之间的口口相传，而不
细看产品说明书，这是不对的。买理
财产品时，一定要细看说明书，风险
等级、预期收益、提前终止权、相关费
用、起息时间都要看。

2、有投资者认为，银行出品的产
品绝对无风险，这是不正确的。其实
理财产品的收益和风险呈正比，世界
上也绝没有无风险的理财产品，所以
投资者一定要擦亮眼睛，识别可能蕴
藏的一切风险。

3、还有投资者认为，在银行买了
第三方代销产品，亏损之后，银行也
应该对这种损失负责。但事实上，“银
行代理”并不代表“银行负责”，通过
银行买的第三方机构产品，比方说保
险类理财产品、基金类理财产品，所
有风险都要由投资者承担。

4、不少投资者认为，最好的理财
产品就是收益率最高的那一款。其实
不然，投资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要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考量，不求最贵，
只求“合身”。

本报记者 姜宁

本报记者 姜宁

银行通过理财产
品揽储之后，都拿钱
干了啥？据了解，这些
资金中的一部分用于
完成时点性任务、支
付到期理财产品的本
息，还有一部分用于
银行同业“拆借”，投
资国债、债券、信托产
品等。其中，同业拆借
的月利率一般在6%以
上。

本报记者 姜宁

许多银行理财经
理透露，普通投资者
在 买 理 财 产 品 的 时
候，经常会出现把资
金一揽子买进一项理
财产品的情况，这样
一来，不但风险很大，
也难以实现利益的最
大化。

市民正在银行排队办理业务。 本报记者 姜宁 摄

银行打响季末揽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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