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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理财促销揽客

节日“特供”冰火两重天 银行理财“卖的没有买的精”

近期，理财公司纷纷推出各种

“专项”产品，不少产品基准利率较

此前大幅上升。例如，齐商银行发

行的一款中低风险等级元旦专属理

财产品，发行规模1.5亿元，期限184

天，业绩比较基准率达3.5%；泸州银

行推出的一款新客、名单制客户专

属周期开放式产品，投资期限 105

天，R2 风险等级，业绩比较基准率

为4.31%—4.7%。

Wind 数据统计显示，2024 年 1

月以来，截至11日共发行约12只节

日专属银行理财产品，均为R2中低

风险等级的固定收益类，业绩比较

基准率普遍高于3%。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

员周茂华认为，年底年初之际，年底

回款、奖金收入等因素会使得居民

短期“闲置资金”相对多一些，各家

机构抓住时机积极发力，推出专属

理财产品，加大营销及获客力度，也

在情理之中。

易观千帆金融分析师韦玲艳分

析指出，近来，理财机构的理财产品

上新发售数量和种类有所增加，获客

促销力度加大，包括降低费率、抽奖

或赠送礼品等吸引客户，如有银行

“双节”活动单笔理财金额达1万元及

以上即可抽取20元至100元话费、活

动期间每位客户可参与两次抽奖等。

在韦玲艳看来，理财机构对元

旦、春节等专属产品促销力度加强，

一方面是存款利率下降，会影响投

资者的储蓄和理财计划，将有部分

存款资金转向理财产品或更多样化

的投资方式；另一方面，理财市场竞

争加剧，为满足消费者投资需求和

提升吸引力，理财机构采取更积极

的营销策略吸引客户。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

文喜认为，相比普通理财产品，节假

日专属产品通常在产品设计和资产

配置更符合节假日市场的特点，且

营销策略更加精准，投资门槛相对

较低，适合更多投资者参与。

此外，普益标准研究员董翠华

也认为，近来理财产品收益呈现持

续下降趋势，产品竞争压力较大，节

假日专属产品可作为销售亮点，提

高投资者关注度。

在董翠华看来，相比普通理财

产品，受投资者青睐的节假日专属

产品可能有三方面值得关注：一是

可能会给予费率优惠，产品费率相

对更低；二是业绩比较基准相对更

高，以提升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三是

节假日理财以固收类产品为主，产

品业绩相对稳健。

韦玲艳进一步强调，在新品布

局的资产配置策略方面，目前多数

主要是固收类、现金管理类等，通常

属于中低风险的理财产品，且有更

加灵活的投资期限选择，如“元旦专

享”理财产品最短持有1天、7天、28

天、88 天、91 天、98 天，也有超过半

年、1年的，这种灵活性可满足投资

者需求并增加产品的竞争力。

记者采访发现，现金管理类理

财产品更受投资者关注。广州的王

先生向记者透露，元旦期间不少银

行的现金管理产品收益表现不错，

近期打算趁形势好再多配置一些，

毕竟期限灵活收益稳定，且相比现

在的银行利率更有吸引力。

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师

刘银平也表示，近期受年末流动性

收紧影响，现金管理类产品收益率

明显上升。近两年理财产品业绩比

较基准持续下降，2023年12月理财

公司及银行发行的人民币理财产品

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3.41%，同比下

降47BP；新发产品中，中低风险、固

收类理财产品占比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银行理财净

值波动、收益普遍下行的背景下，节

日专属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率却

相对较高。对此，普益标准研究员

邓皓之表示，目前，大部分理财产品

的年化基准率呈逐渐下降趋势，这

可能与市场利率的下降有关。但也

有一些理财产品，由于其特定的投

资策略或产品特点等原因，其年化

基准率有所上升。

邓皓之强调，由于资产配置策

略对于理财产品的收益和风险控制

至关重要。现在，更多的理财机构

开始采用多元化投资策略，通过分

散投资来降低风险。同时，也更加

注重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而不是

过去的短期波段投机策略。

本报记者 秦玉芳

广州报道

2024 年元旦以

来，理财机构针对节

假日专属理财产品

的上新、促销积极性

高涨。不少银行积

极推出“新客户”“新

资金”抢新优惠，甚

至频频上新高预期

收益率的节日“特

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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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了解到，

从 投 资 者 反 映 来

看，除部分稳健灵

活的现金管理产品

外，投资者对节日

“特供”产品的热度

却并不高。

业务人士分析

认为，尽管不少产

品因为投资策略差

异会有业绩比较基

准的相对优势，但

近来资本市场波动

导 致 净 值 化 后 的

银 行 理 财 产 品 在

收 益 方 面 优 势 减

弱 ，相 比 保 险 产

品，这类银行理财

同质化明显，对投

资者来说缺乏吸引

力。此外，2024 年

随着投资者对银行

理财配置意愿的逐

步回暖，理财机构

在多元化产品布局

方面还将面临更多

的挑战。

产品仍缺乏吸引力

与理财机构春节前获客营销持

续发力相比，节日“专属”理财对投资

者的整体吸引力却仍未有明显提升。

某股份制银行理财经理表示，

元旦期间，很多客户前来咨询购买

金融产品，但多数都选择了保险产

品，银行理财相对少很多。“即便配

置，也是现金管理类产品选的多一

点，其他产品即便预期收益率显示

高一些，也鲜少有人问津。”

韦玲艳认为，随着理财产品净

值化转型逐步深入，产品业绩随市

场波动变化，节日专属理财产品与

普通理财产品难以形成实质性差

异，吸引力减弱。

在董翠华看来，除节日主题外，

许多产品在产品创设方面并没有显

著差异，且净值化后产品收益随市

场波动，使得这类产品在收益方面

的优势进一步弱化，缺乏吸引力。

刘银平指出，理财产品向净值

化转型之后，产品业绩比较基准不

代表实际收益，节假日理财产品业

绩比较基准会略高一些，但是不代

表投资者实际拿到的收益会高一

些。所以，节假日理财产品已经不

太适应当前的理财市场。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

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也指

出，节假日理财产品近年来受关注

程度降低，主要原因在于收益率与

日常理财产品相差无几，且购买时

限较短，不利于长期资金规划。

不过整体来看，随着利率的持

续下降，投资者对银行理财的配置

意愿也在回暖。

普益标准研究员黄轼剡指出，

随着银行存款利率的下调，个人投

资者在银行进行储蓄获取的利息将

会减少。因此，个人有可能将原本

用于储蓄的资金，转而用于消费和

投资。“整体来看，银行存款利率的

下降，将会增加居民对于理财产品

的投资需求。”

周茂华也表示，存款利率下降，

在经济稳步恢复与金融市场情绪回

暖、理财产品估值修复等多因素综

合影响下，居民存款资金将更多流

向理财产品等资产。“从趋势看，我

们对理财产品市场回暖保持乐观。”

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在理财

产品布局上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柏文喜指出，在银行存款利率下行

的背景下，个人投资者对更高收益

和更低风险的配置需求上升，理财

机构如何在保持收益水平的同时降

低风险，并提供更多元化、个性化的

投资产品，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韦玲艳也强调，由于银行存款

利率的下降，投资者可能会更加关

注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且由于市场

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可能会更倾向

于短期、风险较低、稳定性较高的产

品，以保证资金的安全性。

“理财机构需要在理财产品收

益率下降的压力下进一步降费促销

以吸引投资者，这对机构来说也是

一大挑战。下一步的布局，需要考

虑加强科技应用来提高产品的创新

研发和风险管理效率、提供个性化

服务满足投资者多样化需求等。”韦

玲艳如上表述。

黄轼剡进一步表示，理财机构

若要满足个人投资者的配置需求，

核心在于能否有效承接利率下调挤

出的资金。“由于个人投资者对于金

融政策的关注程度较低、解析能力

较弱，因此理财机构需加强科普宣

传和投资者教育，让个人投资者知

晓利率下调以及下调带来的影响，

明确理财机构能够满足客户的投资

需求。同时，理财机构应提供不同

的风险偏好、期限结构、开放频率的

产品，构建产品矩阵满足客户偏好

差异。此外，理财机构应抓住本次

银行利率下调带来的窗口机会，帮

助客户树立资产配置理念，养成资

产配置习惯，以将其发展成为长期

客户。”黄轼剡指出。

邓皓之认为，低利率背景下，

多元化投资策略与智能化服务也

同样值得关注。探索多元化的投

资策略以及智能投顾、智能理财等，

也可帮助客户更有效地管理资产、

提高收益。

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

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指出，

2024年银行理财市场有望走出前两

年的低谷，呈现以进促稳、稳中求进

的态势，理财产品存续规模有望从

2023 年的 27 万亿元左右增长至 29

万亿元。面对市场波动和投资者多

样化需求，银行和理财公司如何在

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这一“不可

能三角”中做好动态平衡，将是一个

长期的巨大挑战。

董希淼强调，在各类资管产品

收益率以及存款利率持续下降的情

况下，居民应调整好投资心态，降低

对投资收益的预期。

高股息引追捧 银行股成资金避风港
本报记者 杨井鑫 北京报道

“钱存银行不如买银行股！”这

句理财市场中的谐趣之语，在近期

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银行存款利息持续下行的背

景下，2024 年年初银行股频频异

动。其中，农业银行（601288.SH）A

股股价还创出历史新高，这与银行

的高股息紧密相关。

而从更长的时间线来看，近两年

A股市场上证指数跌至3000点以下，

而国有大型银行的股价和部分中小

银行股价却稳中有涨，这不仅说明

了银行股是资金避风港，也是不少

机构长期配置不可或缺的标的。

在兴业银行（601166.SH）2023

年年末刚刚被扫货涨停之后，2024

年第一周多只国有大型银行的股价

连续多日上涨。其中，农业银行在

A股市场还创出了历史新高。

回顾2023年市场行情，银行股

普遍表现平常，但是一些低估值的

国有大型银行和部分中小银行股价

全年走势稳健，部分个股甚至累计

涨幅接近30%，远远跑赢了大盘。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吴明（化名）

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兴趣爱好就

是炒股。虽然 2023 年整体市场行

情不太好，但是吴明感觉自己比较

幸运。

“身边炒股的朋友在2023年都

亏损比较惨重，但买银行股是不亏

的，尤其是低估值的银行股，涨势还

不错。”吴明表示。

他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自

己平时精力有限操作股票的频次较

少，买股票一般喜欢涨跌幅度比较

小的。在一个历史相对低位进去长

时间拿着，大概一年也就操作一两

次。“一共买的也不多，20多万元放

在股市里面，不亏本就很好了。”

对于2023年的整体投资情况，

他告诉记者，年初一共买了 4 只股

票，其中两只是银行股。10多万元

的投资金额，如今净盈利在 3 万元

左右。他表示，在朋友不断抱怨行

情不好、损失大的时候，银行股的表

现确实不错。

“银行股的股息高，很多投资者

都认为凭借股息并不能赚钱。但

是，高股息、低估值和经营业绩不错

时，银行股是有投资机会的。”他认

为，炒银行股一定不能短线操作，而

是要长线持有，这与其他板块的投

资是有一些差异的。

公开信息显示，2023 年，中国

资本市场剧烈波动。2023 年年末

上证指数收于 2974.93 点，较 2022

年年末的 3089.26 点下跌了 3.7%。

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则一年内分别

下跌13.54%和19.41%。

但是，工商银行（601398.SH）、

建设银行（601939.SH）、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601988.SH）在2023年年

末的每股股价分别为 4.78 元、6.51

元、3.64 元和 3.99 元，分别较 2022

年年末上涨 10.14%、15.6%、25.09%

和26.26%。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涨幅前

5 的银行股分别为中国银行、农业

银行、交通银行（601328.SH）、渝农

商行（601077.SH）和建设银行。另

外 ，市 净 率 极 低 的 华 夏 银 行

（600015.SH）和民生银行（600016.

SH）均录得 15%以上涨幅，多家银

行股的股价也曾在 2023 年创下近

年来的高点。

2024年开年，国有大型银行的

股价更是连续上涨，尤其是农业银

行A股股价1月5日在盘中触及每

股3.78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当天，

瑞 丰 银 行（601528.SH）涨 幅 达 到

9.64%，苏州银行（002966.SZ）收涨

6.04%，中信银行（601998.SH）收涨

4.42%，杭州银行（600926.SH）收涨

3.69%，成都银行（601838.SH）、宁波

银 行（002142.SZ）、贵 阳 银 行

（601997.SH）、常 熟 银 行（601128.

SH）等均跟涨。

吴明告诉记者，他在2023年年

初买的北京银行（601169.SH），当时

每股价格 4.3 元。2023 年 5 月涨至

高点每股5.14元，2023年年末的价

格是每股4.53元。而2024年以来，

北京银行拉出了 8 根阳线，1 月 11

日股价也涨至每股4.67元。

他认为，此前一些公募基金和

投资机构对于业绩较好的城商行个

股一直追捧，估值也相对要高一

些。比较担心此类个股的股价会有

回调，而低估值的银行股更有上涨

空间。

记者发现，受到市场波动影响，

2023年年初市净率在1以上的多只

银行股全年跌幅都在 20%以上，而

机构重仓此类银行股也让它们损失

惨重。

2024 年 1 月 11 日，A 股 42

家 上 市 银 行 中 ，近 一 年 股 息

率大于 6%的有 13 家，占比约

为 31%。

相对而言，银行板块的股

息率在各板块中居于前列。民

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发布

的研究报告称，银行板块股息

率 相 对 领 先 ，配 置 性 价 比 更

高。银行板块股息率与10年期

国债到期收益率之间的相对溢

价，处于历史较高位置，且边际

呈现走阔趋势。

按照该券商的说法，银行股

高股息策略有望稳定获得较好

收益，高股息性价比凸显，银行

布局正当时。银行板块现金分

红比例稳定于较高水平，国有大

型银行现金分红比例维持在

30%以上。同时，当前银行板块

市净率处于2010年以来的较低

水平，估值压缩空间有限，安全

边际较高。

此外，部分中小银行A股动

态股息率已超过国有大型银

行。比如，成都银行动态股息

率在 8%以上，江苏银行动态

股 息 率 为 7.5% —8% ，兴 业 银

行和南京银行（601009.SH）的

动态股息率为 7%—7.5%，浙商

银行（601916.SH）、北京银行、光

大银行（601818.SH）、华夏银行

等 银 行 股 的 动 态 股 息 率 为

6.5%—7%。

“此前，多数的投资机构都

比 较 青 睐 招 商 银 行（600036.

SH）、宁波银行（002142.SZ）这

些银行股标的。但是，在 2023

年‘中特估’的行情之后，国有

大型银行个股的基金持仓只数

和市值是明显提升的。”一家基

金公司投资经理表示，国有大

型银行个股的资金避风港效应

在不断显现，价值也在业绩中

有所体现。

该人士表示，高股息目前备

受市场关注，也作为了防御性投

资的一种策略。对于估值较低

的银行股来说，行情不好的时候

是支撑指数的支柱，其下跌的空

间也十分有限。

值得关注的是，多家券商研

究所近期都发布了银行业2024

年的投资策略。在这些机构的

研究中提到，2024 年银行业的

整体盈利或将表现平稳或小幅

下降，但是经济复苏的预期增

强，政策面可能还有更多的措施

跟进，这对于银行业的业绩会有

一定的推动。

平安证券方面预计，随着政

策端积极因素逐渐显现，地产和

一揽子化债方案的推进将极大

缓解对于银行板块的担忧情绪，

持续看好银行板块估值修复的

机会。

东方证券方面则认为，在政

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表态呵护

银行净息差，或进一步缓解银行

净息差收窄压力。进入 2024

年，伴随存量债务成本下降空间

有限，银行净息差收窄压力有望

明显缓解。

“银行整体的估值还是与

业绩不匹配，这也成为投资银

行股的一个重要原因。”吴明认

为，市场波动越大，在投资上越

要求稳。

逆势连续上涨

高股息带动行情

2024年开年，国有大型银行的股

价：连续上涨，尤其是农业银行

A股股价创下了历史新高。

银行股高股息策略有望稳定获得较好收益，高股息性价比凸

显。当前，银行板块市净率处于2010年以来的较低水平，估

值压缩空间有限，安全边际较高。

银行股不仅是资金避风港，也是不少机构长期配置不可或缺的标的。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