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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金融

“国庆节期间做得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抢购了一款 5.1%的银行理财产品。”昨天一上班，周女士就在朋友圈发

出了感慨，如今抢收益高的理财产品太不容易了。

数据显示，国庆前一周，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57%，而互联网宝宝平均收益率也不断下降，“破

3”时代已到来。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日前央行再次降准，银行等理财收益率仍有可能持续走低。

本报记者 吴恩慧

银行理财收益一年来最低
年化5%以上产品成稀罕物

“要找平均年化收益率 5%以上的产品，真是

越来越难。”周女士说，这款产品 600 万元就封顶

了，所以尽管产品认购期是 10 月 1 日到 7 日，实

际上10月1日当天就被抢购一空。

理财经理告诉她，“这次降准之后，像这样的

产品会越来越少，5%以上的理财产品很难得。”

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国庆节前一周(9 月 21

日-9 月 27 日)，银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年化收益

率为 4.57%，与前一周环比持平，这是自去年 10

月初以来银行理财创下的最低收益水平。与此

同时，这两年在季末都有强势表现的国债逆回购

也熄火了，9 月 27 日，国庆前操作逆回购的最好

机，沪市一天期国债逆回购利率最高仅 4.6%，而

对应去年的9月28日则最高达14.5%。

“央行近期再次降准，这已是今年来第四

次降准，市场流动性充裕，因此之后银行理财

将承压，收益仍会下行。”新湖财富助理总裁

郭剑认为。

连续12周下跌
互联网宝宝收益创两年新低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想当年余额宝都是 7%

以上的收益，现在居然跌到 2.8%。”昨天，杭城 80

后白领小邓翻了一下余额宝收益，顿时觉得心里

凉凉的。

确实，除了银行理财，互联网货基宝宝的平

均七日年化收益率也在持续走低。如余额宝七

日年化收益率从 9 月 17 日跌破 3%之后，收益一

直节节下降。

第三方平台监测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前一周

74 只互联网货基宝宝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为

3.07%，较前一周微降 0.01 个百分点。其中，仅 1

只收益率在 4%-5%之间，48 只在 3%-4%之间，

25只在2%-3%之间。综合来说，截至9月末，互

联网货基宝宝已连续12周下跌，创近两年新低。

郭剑认为，这主要也是流动性宽松、市场资

金利率走低所致，同时，像余额宝等收益低于3%

也主要是因为其规模较大所致，如流动性继续保

持宽松，下阶段互联网宝宝收益率还可能会缓慢

下降。而在国庆节前下发的理财新规，将使银行

理财的销售门槛从 5 万元降至 1 万元，郭剑认为

这可能这对今后货币基金规模的扩张也会带来

影响。

安全性高 收益率超4%
创新型银行存款产品受宠

“本来以为降准消息一出，股市会大涨，没想

到还是吃了一碗大面。手里有点闲钱，接下去投

什么才好？”昨天，A 股大幅下挫，鲍先生账户一

天浮亏近 20 万元。面对银行理财收益下降、股

市跌跌不休、楼市难再火爆的行情，他感到投资

很迷茫。

“现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之前推荐的众邦银

行随存随取的创新型存款利率是 4.1%，支持

T+0 不限额支取，获得了杭城很多投资者的认

可。”钱报 178 俱乐部工作人员小沈告诉记者，

“现在又有众邦银行 90 天和 180 天的两款定期

存款，综合收益都很可观，而且起投金额门槛很

低，100 元起。”小沈表示，国庆期间虽然放假，

但投资者们热情很高，在线上操作的客户就将

近 100 人。

“现在手里的活钱确实难有好的投资渠道，

比来比去，我看还是众邦宝吧，主要是安全性高，

收益也不低。”杭州的杨先生这样说。

“央行降准，市场流动性宽松，整体资金价格

可能下行，其中银行理财和货币基金容易出现收

益下降的情况。这种大背景下，建议配置稳健保

本型的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以及大额存单。同

时，当下权益类市场整体低位，于风险承受能力

较好的客户可考虑以定投指数基金等基金定投

的形式进场。”工行理财经理金颖颖建议。

“因工作需要，赵欢先生请求辞去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及董事

会战略规划委员会委员⋯⋯”昨天，在节后上班的

第一天，农行就在其官网发布了一则董事辞职公

告。而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建行、工行、中行等银

行也都发布了高管的辞职公告。这为年内银行高

管的变动名单又增填了新员。

银行高管的变动随时牵动着社会大众的神

经。据不完全统计，从年初至今，在 43 家上市

银行中，已有 25 家银行合计 100 多位高管出现

了工作变动，而过了一个长假，该数据很有可能

会继续上涨。然而，光看数据并说明不了什么

问题。

“业务平稳。”杭州名驹咨询创始人沈敏跃这

样形容自己今年以来的猎头工作，而在另一方

面，沈敏跃则总结表示，今年从银行到财富公司

的人才流动有了明显减缓。公开资料显示，年初

以来，银行高管的变动以工作调动、内部提拨为

主，大部分仍留在商业银行体系内，如原工行副

行长王敬东加入了农行任农行党委副书记、监事

长。也有少数到了退休年龄，或调往非银企业任

职，甚至从政，如原工行副行长李云泽现已投入

政府机关工作。而真正从银行“圈内”跳槽到“圈

外”的高管可谓少之又少。

“我们行里以前有一位员工跳槽去了外面的

财富公司，工作一年不到又走了。”杭州一家股份

制银行人事副总告诉记者，“他后来兜兜转转去

了几家公司，一直不太稳定。”2015 年，随着网贷

的兴起，银行业出现了大规模的离职热潮。据统

计，2015 年有 50 余位银行高管离职，2016 年有

100 多位高管离职，2017 年则有近 80 位高管离

职，且这三年间，银行高管跳槽去互联网金融企

业、金融科技公司和民营银行的居多。而今，离

职潮虽在，但流向却发生了变动，“圈内”又吃香。

今年银行高管的离职人数虽仍高企，但业界

对未来高管离职的看法却颇为乐观。据中国银

行业协会去年年末发布的《2017 中国银行家调查

报告》显示，对于中层及以上管理人员离职的趋

势，59%的银行家判断将保持平稳；当获得工作

流动机会时，65%的银行家表示将仍然留在现任

机构发展。

本报记者 梅丹

央行降准 银行理财纷纷跌破5字头

互联网宝宝收益创两年新低

银行高管再现离职潮 他们去哪了
从“圈外”到“圈内”，互金企业、金融科技公司不再受追捧

对投资者来说，比起股市的大起大落，基金投资

更像小火慢炖。如今，基金投资带来的“稳稳幸福感”

正在不断消逝。基金行业宣布清盘不再“羞涩”，清盘

基金频现加速潮。今年前三季度，累计293只公募基

金发布清盘公告，是去年全年的2.8倍。

公募基金加速清盘

“疯狂抢购新发基金，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在

某投资者论坛里，一位有着多年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发

出如此感慨，他去年九月份才申购的一只博时新发基

金，今年七月就已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这只基金

运作的时间连一年都没到，不过一直亏损，清盘只能

‘愿赌服输’。”

公募基金清盘潮仍在持续，像上述不幸“踩雷”的

投资者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发布清

盘公告的公募基金达 293 只，是去年全年 2.8 倍。其

中，清盘的基金类型主要为混合型和债券型基金，两

者的清盘数量分别为153只和105只，占比清盘基金

总数的九成。

公募基金清盘现象愈演愈烈，背后原因为哪般？

对此，深圳市甲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利民认

为，“今年清盘的基金相对往年有大幅度的增加，原因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业绩大幅下降导致投资者净赎

回；二是机构投资者定制基金，出于风险规避或合规

要求，主动清盘。如大量的债券型基金清盘，就属于

机构定制基金清盘比例较高。”

基金申购“三原则”

事实上，一些投资者在收到基金清盘通知时，

会很慌张，以为基金清盘是本金全部亏损，其实不

然。吴利民表示，“基金清盘对投资人而言，不会因

为清盘而加大损失，因为基金清盘并不会影响已有

净值。

对开放式基金来说，当基金规模连续60个工作日

资产规模少于5000万元，或者基金持有人少于200人

时，基金就会面临清盘风险。投资者如何避免“踩雷”，

吴利民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基金规模越大，其触发

清盘的可能性越低；基金持人人数越多，分散性越好，

集中赎回的可能性越低；基金过往绩越稳定，清盘可

能性越小。”

本报记者 林海燕

公募基金前三季293只清盘
主因是投资者不断净赎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