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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难养，互联网大佬玩票据
收益高于7%的你要留个心眼

继“宝宝军团”后，票据理财产品

正成为互联网金融的新战场。今年以

来，阿里、新浪、苏宁、京东等互联网平

台先后进军票据理财市场，在货币基

金收益率连下台阶之后，这类产品正

成为互联网企业攻城略地的新利器。

目前票据理财产品不少给
出超 7%的收益，吸引一众小伙
伴参与，不过业内人士表示，超
高收益并非合理，也不可持续。

票据理财的逻辑相当于用
互联网票据理财平台筹集投资
人的资金，为银行垫付票据贴
现，和实际银行贴现效果一
致。因此银行票据贴现水平是
这类产品收益的指南针。据
悉，目前半年期的票据贴现利
率一般在 3%左右，即使年化也

不过 6%的水平。若互联网票
据理财产品收益高于 7%，那么
融资方完全可以直接找银行去
贴现，成本更低。

目前互联网上的产品为什
么收益能超过 7%？这其中最
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推广业务，
大型互联网平台自己贴钱来吸
引投资者眼球，比如某平台“票
据宝”就曾采用过“+1.8%收益
补贴”的收益机制。

此外，平台宣传的年化收

益率也有水分，比如某平台购
买日与起息日之间相差一周左
右的时间，这就相当于这 7天，
投资者的钱白白放在了平台，
即使能够获得预期收益，实际
利率也低于名义利率。

理财师表示，票据类理财
产品收益很大程度上，和融资
企业对资金需求的紧张程度、
以及民间借贷成本有关。目前
一些平台支付红包补贴抬高收
益的现象，是不可持续的。

8月11日起，苏宁云商金融公司
推出系列票据理财产品，均是和上海
金银猫票据理财平台合作，预期收益
率在6%—7%，产品很快售罄。

紧随其后，京东 12 日上线票据
理财产品“小银票”，同样是与上海
金银猫票据理财平台合作。

票据理财产品，其实是指融资企
业以其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质押
担保，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产品，向
个人投资人融资。而银行承兑汇票由
银行承兑，银行承诺到期后会无条件
兑付该票据金额给予汇票的所有人。

其实早在今年4月，阿里巴巴定
期理财“招财宝”平台上，首批上线
的 6只产品中就包括 4只票据理财产
品。5月下旬，新浪旗下微财富也试
水票据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

目前票据理财纷纷上线，缘于
“宝宝”类理财产品市场热度退却。
余额宝最新 7 日年化收益率只有
4.159%，与年初的 6.763%年化收益
率相比，收益率缩水近四成。这使得
部分投资者选择赎回，为了留住投资
者，互联网电商们都在寻找新的理财
产品，票据理财就是其中最热门的一
种。

“宝宝”理财收益缩水
大佬急求新产品留住投资者

理财平台算盘都很精
收益高于7%的理财要留心

票据理财，简单来说，就
是有资金需要的借款人凭借持
有的银行承兑汇票，以质押担
保的方式，通过互联网平台向
投资人融资。只要银行不倒
闭，票据到期时，银行必须按
约定给付。从这个角度看，这
类产品风险风险是很低的。

风险低不等于零风险。浦
发银行杭州分行财富管理部总
经理郭剑表示，对于目前互联
网兴起的票据理财，也存在在

假票据、背书不规范等风险。
诈骗团伙通过虚假的票据

骗钱的现象屡有发生，且手法
越来越高明，一些中小银行还
曾在假票识别上栽过跟头。而
个人投资者基本无法甄别票据
真伪，因此，选择可靠且具有
评审票据能力的平台是关键。

还有一个潜在风险就是背
书风险。背书是票据的收款人
或持有人在转让票据时，在票
据背面签名或书写文句的手

续。背书的人就会对这张支票
负某种程度、类似担保的偿还
责任，引申为担保、保证的意
思。一般来说，多次背书转让
之后，可能因为背书不连续，
比如名称和印鉴不符、背书骑
缝盖章不规范或者不盖骑缝章
等问题，银行不予兑付。要规
避这一背书风险，也是靠平台
的力量去把控。投资者选择平
台时，最重要是考量专业的验
票团队的能力。

票据理财也有风险特别提醒 ▶▶

当余额宝类理财产品收益率
逐步“破 5”时，“银行系宝宝”
们却后劲十足。

统计发现，国内正式推出直
销银行业务的有民生、兴业、平
安、上海、南京、重庆、包商、
华润、江苏银行等 9家银行。近
日，民生直销银行的一款“定活
宝”产品，5000 万元的额度 12
分钟内售罄，引发了市民对直销
银行的强烈关注。

目前，各家银行推出的直销
银行仍以货币基金为主要产品。
如民生直销银行的“如意宝”，
兴 业 直 销 银 行 的 “兴 业 宝 ”
等。 据统计，目前最高收益的

是兴业银行的兴业掌柜钱包，7
日年化收益率达4.922%，其他多
个银行系“宝宝”收益率早已在
4.5%左右徘徊，除了华润银行的
润日增、南京银行的鑫金宝和兴
业银行的兴业宝的 7天年化收益
率低于余额宝的4.159%外，其余
都高于余额宝的收益率。

业内人士建议，在市场资金
面较为宽松，市场利率难以高企
的情况下不妨抓住这波直销银行
产品潮，锁定较高收益产品。不
过有银行业分析师指出，目前银
行系的货币基金规模总体不是很
大，“不少银行也只是低调地在
做，原因很简单，货币基金做得

越大，实际上是在提升自己的负
债成本，但作为一种防御性措
施，银行也必须要在此业务上有
自己的话语权。”

延伸阅读 ▶▶
直销银行名字“萌萌哒”

与传统银行“高大上”的地
位不同，直销银行互联网味儿十
足，如包商银行的直销银行名字
为“小马 bank”，平安银行的直
销银行命名为“橙子银行”、南
京银行的直销银行命名为“你好
银行”，让人觉得“萌萌哒”。

其实，所谓直销银行就是基
于纯网络的银行，没有网点和柜
台，不发放实体银行卡，客户主
要通过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远
程渠道获取银行产品和服务。

在直销银行的平台上，除了
基金产品，多样性的产品也给市
民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更有中
小银行提供特色服务，如南京银
行直销银行针对具有大额闲置资
金短期投资需求的客户推出了专
享财富产品——易得利，一款升
级型的人民币储蓄存款产品;包
商银行的小马bank更是可以购买
P2P理财产品。

9家直销银行抢理财市场

“银行系宝宝”后发制人跑赢余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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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理财产品播报：宝类理财产品连续两日小幅上涨
昨日，各类理财产品七日

年化收益涨多跌少，其中十款
产品上涨，两款产品下跌。银
行类互联网理财产品收益率五
只基金上涨，互联网企业理财
产品五只上涨。互联网公司宝
类产品和银行发售的宝类产品
七日年化收益率继续延续上一
交易日小幅回升的态势，但值
得注意的是收益率排名第一的
却在不断下滑。

收益率位居三名的是兴业
银行银银平台的掌柜钱包、广州
农商行的至尊宝和民生加银如
意宝,收益率分别为4.8890%、
4.6210%和4.4250%。

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排名
居前的产品分别是九江银行、招
商银行和平安银行发售的理财
产品，其中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
的理财产品虽然预期收益高，
担风险较大，投资者需谨慎。

昨日早盘两市双双低开，股
指低位震荡后连续跳水。沪指盘
中跌破 5日线，临近午盘股指持
续下挫寻求10日均线支撑，创业
板则逆势上涨。盘面上，权重板
块集体杀跌，券商、煤炭出现较大
幅度回调，银行、地产、保险等紧
随其后。午后大盘继续走低考验
2220点，板块几乎全线飘绿。传
媒股盘中爆发，演绎涨停潮，两市
股指触底回升，创业板强势上攻
涨超1%。

截至收盘，沪指报 2230.46
点，跌幅 0.44%，成交 1408亿元；
深 成 指 报 8010.71 点 ，跌 幅
0.15%，成交1743亿元。

投资顾问分析，本轮行情上
涨超过10%，许多个股涨幅较大，
市场没有经历象样的调整，积累
的获利盘较多，大盘自身有调整
的要求，昨日的下跌是正常的。
大盘急跌，是以空间换时间，大盘
下跌的时间将缩短，有利于行情
在短时间内企稳上扬，重回上升
趋势；同时，也给前期踏空资金和
想逢低吸纳的资金以机会，吸引
更多的资金入市，扩大牛市基础。

沪指探底回升
跌幅0.44%

传媒股王者归来
掀涨停潮

昨日午后，板块大涨近 5%，
人民网、浙报传媒、凤凰传媒、时
代出版、出版传媒、新华传媒、中
文传媒等7股封涨停。

《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正
式出台；中央财政下拨中央补助
地方文化体育与传媒事业发展专
项基金等一系列措施，将会提升
文化传媒行业消费需求，从而进
一步拉动行业基础性发展。

分析人士认为，市场将来会
有一个持续的挖掘炒作，近期首
先受益的是传统媒体，当传统媒
体休整的时候，资金将转战新兴
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为主的新媒
体，最后市场将会深入挖掘传统
和新兴整合较好的上市传媒公
司。而第三类，将是未来重点布
局，投资者可密切关注传媒股未
来整合的动向，深入挖掘紧跟时
代潮流的上市公司。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