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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开工，大家纷纷晒出自己的开工利是，加上荷包里的“节后余粮”，投资者

理财需求开始升温。 

节后正处银行“开门红”营销阶段，吸储、理财等各项任务指标开始“压顶”。

多家银行在农历猪年借助小猪佩奇的热点营销“配齐”，即存款、理财、保险全“配

齐”。 

不过，第一财经记者近日走访上海多家银行网点发现，各家银行的实体网点略显

空旷，且多数网点并没有在显眼处挂出理财产品宣传海报。不同于银行理财行情略显

惨淡，多家银行的理财经理都向记者推荐了储蓄型保险产品。 

理财产品冷清 

春节期间，部分银行上线了“春节特供”产品。中国理财网数据统计，2019 年春

节专享产品共 43款，其中 40款为预期收益型产品，3款为净值型理财产品。从预期年

化收益率来看，部分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接近 4.5%；11款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在 4.5%

~5%区间；此外有 4 款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高于 5%。 

尽管如此，多家银行理财经理对第一财经记者称，由于资管新规的限制，银行理

财净值化转型，令理财产品风险加大、收益走低，因此即便节后有资金配置需求，客

户购买理财产品的意愿也不强。 

普益标准监测数据显示，春节前一周（1 月 26 日~2 月 1 日），全国 28 个省份的

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环比下降，其中非保本类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产品最高收

益率仅为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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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 360 理财分析师刘银平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春节前一周银行间市场资金面呈

现出相对充裕的状态，虽然节前取现需求较强，但是市场利率已经明显下降，银行理

财收益率也开始走低。 

融 360 监测数据显示，春节前一周（1 月 25 日~1 月 31 日）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量

共 1556款，环比下降 33.16%；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30%，创近一年半新低。 

刘银平表示，在资管新规过渡期内，银行要逐渐消化存量规模，所以理财产品规

模、数量增速都将放缓，保本理财、90天内封闭式理财将继续被压缩。 

浙商基金固定收益部基金经理周锦程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由于资金面有望持续

宽松，固收类基础资产的收益持续下跌，节后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仍有继续走低的趋

势。且银行理财收益相比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来说是滞后的，预计 2019 年资金利率和

债市利率或将进一步走低，同时资管新规下银行理财净值化转型、非标压缩，都会进

一步带动银行理财收益下降。 

储蓄型保险产品成香饽饽 

不同于银行理财行情略显惨淡，包括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

网点的理财经理都向记者推荐了储蓄型保险产品。 

储蓄型保险是保险功能和储蓄功能相结合的险种，除了储蓄功能外，还有保障功

能，如果在保险期内没出现保险事故，在约定时间，保险公司一般返还所交保费或是

约定的保险金额。单从储蓄功能上看，储蓄型保险和存钱储蓄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似

之处。 

银行代销的储蓄型保险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合作，由银行代理销售保险产品，期限

通常是五年及以上，预期收益率高于其他存款类产品。 

一家股份制银行理财经理告诉记者，储蓄型保险由于预期收益率高而十分抢手，

比如一款收益率超过 5%的产品，“这款很稀有，售完就不会再有了，今早还有 4000万

元的额度，现在（下午 3点）只剩下 900 万了”。 



尽管储蓄型保险里包含“储蓄”二字，但还是有别于存款。储蓄型保险在期限上

有一定的强制性，需要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一次性存入指定金额，或者在每年的规定

时间存入规定的金额，如果没有按时追缴保费，保单就会失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银行代销的储蓄型保险产品收益率并非最终的结算利率。这类产品的保底利率是确定

的，但实际的结算利率是浮动的，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该产品收益率一定会高。 

那么这类产品是否如银行所介绍的没有风险？ 

朱俊生告诉记者，银行作为代销渠道不承担保险产品的风险，投保人虽通过银行

渠道签单，但签署合同的双方是投保人和保险公司。有些银行存在销售误导，储蓄型

保险产品是保险产品，而不是银行产品，这点银行销售人员一定要明确介绍。 

朱俊生表示，保险资金的传统优势就是其长期储蓄的功能，如果投资者做跨周期

投资，可以通过储蓄型保险获取相对稳定的回报。而欲从长期投资中获得收益，上述

银行储蓄型保险产品中 5年的投资期限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