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通胀”成银行理财卖点
2011年的银行理财市场注定不会平静。货币政策正逐步收紧，通

货膨胀仍挥之不去，"抗通胀"和“灵活”有望成为今年银行理财产品最

大的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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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可以先
配置一些稳健的保本类产品以确保
收益，再投资一些非保本类产品以
博取较高的收益。

债券型产品：

收益可能走高

银率网分析师庄可循指出，在
稳健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未来债
券型理财产品等稳健型产品的收益
率可能上调。

统计数据显示，随着货币政策
的收紧，债券资产的收益率明显上
升。据南京银行测算，去年9月，银行
间市场5年期中期票据(评级为
AAA)发行收益率为4 . 1%，去年12
月上涨至5 . 03%。

信贷型产品：

发行量可能回升

新年伊始，多家银行推出信
贷型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均超过4%，这种情况有望延续下
去。

自去年银监会整顿银行和信托
公司合作业务以来，银行和信托公
司合作发行的信贷型产品一度剧
减。庄可循指出，银监会的要求是，
各信托公司融资类业务余额占比不
得超过30%。目前，银行以债券为投
资对象的银信合作产品发行量不断
增加，分母不断做大，因此，信托公
司融资类业务中的信贷型产品发行
量可能出现回升。

创新型产品：

仔细研究是前提

银行理财产品的内涵正在不断
充实，投资者在购
买前应当仔细
研究产品说
明书，弄清
产品的获
利条件和
风险因素。

例如，有银行推出用人民币间接购
买海外石油公司股票的产品，买了
这个产品就等于买了这家公司的股
票，但每周只公布一次产品净值，每
周只开放一次申购和赎回。有银行
和信托公司合作，理财资金由信托
公司向上市公司的股东发放贷款，
贷款有上市公司的限售股做抵押。

挂钩境外市场：

关注大宗商品

去年多家银行推出挂钩境外市
场大宗商品交易价格的产品。

庄可循指出，今年全球市场的
主导因素将是经济持续复苏和流动
性充裕，大宗商品的价格被推升，挂
钩黄金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结构
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量可能增
加，投资者还可以配置一部分投资
境外股票和亚洲债券的非保本理财
产品。

踩准揽储高峰：

闲钱博高收益

根据目前的银行业监管规定，
每季度末，银行需进行存贷款等一
系列监管指标的考核，因此季度末
都是银行揽储的高峰，它们竞相推
出短期高收益理财产品吸引储户。
这些产品的发售时间设置得十分巧
妙，一般是临近每季度末下旬发售，
使理财资金能覆盖银行统计数据的
“敏感”时期。

在去年底，个别银行推出的14
天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高达
4 . 2%。对于有闲钱在手的投资者而
言，揽储高峰不失为一个博取更高
收益的良机。

(李若愚)

负利率、通胀、收入增加慢
等因素都让人们的理财观念越
来越保守。

通过公共交通上下班、把
黄金作为给爱人的最好礼物、
自己炒股赚钱而不是盲目买理
财产品……新的一年，越来越
多的年轻白领开始倡导“节约
是理财的第一步”，而且更愿意
投资黄金、股票、基金等价格透
明、盈亏自知的品种。“因为股
票、基金的净值大家看得清清
楚楚。尤其是股票，完全自己做
主。自己给自己赚钱当然是最
可靠的。即便是亏了，也知道亏
在哪里。”年轻白领周洲介绍。

理财专家表示,不论投资
哪个领域，越充分的了解越能
保证可靠的回报。即便是基
金，2010年的表现也参差不
齐：虽有部分业绩较差的基金
出现负利率，但部分业绩优异
的基金收益不俗，平均收益率
可达25%，可算是两极分化。
例如华商盛世成长基金则以
38%的年净值增长率成为2010
年基金界的黑马，受到投资者
的认可和欢迎。

招商银行的理财师也同时
指出，不应对银行理财产品抱
有偏见。该人士认为，2011年理
财产品的发行量预计会继续保

持高位增长，产品种类以及投
资方向较2010年会更加丰富。
理财产品收益率会随着利息的
调整，发生同向变化。而产品
期限依然以中短期为主，以应
变加息的利率风险。一些3—6
个月的中短期理财产品或结构
性理财产品，可以获得不俗的
投资回报率，也是不错的投资
选择。

某大型国有银行的理财师
认为，信托理财产品将延续
2010年的好势头。虽然，目前整
个房地产市场的大环境有了很
大变化，地产资金链越绷越紧，
2010年走俏的房地产信托也将
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但其高收
益还是有很大吸引力。

在连续五年的理财调查
中，基金和股票一直是百姓最
看好的投资项目。值得关注的
是，最近两年，保险和黄金逐渐
为人们所青睐，分别有35%的
受访者选择黄金和保险理财，
百姓投资呈现多元化趋势。作
为对照的是在2010年到期的
22000余款银行产品中有6900
款产品的收益超过国家统计局
所预测的全年平均3 . 3%的CPI
涨幅，即在全部到期产品中，只
有31%左右跑赢了CPI。

(高改芳)

格理财心态

2011理财新现象：

投资更相信“透明”理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