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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炒股牛人，在征战股市上
有独到的策略；如果你是资深股民，在
股海浮沉中有酸甜苦辣故事；亦或你仅
仅是对股市政策、大盘趋势、行业基本
面、操作技术有看法和思考；如果你会
精打细算，是有种种理财持家之道的达
人，请将您的一己之见或故事发至《钱
经》版，与广大读者分享。

投稿注意事项：①稿件字数不限，
内容简洁明了，逻辑清晰。②投稿信
箱：wbbjb2012@163.com。③联系电话：
0632-3319120。④投稿请注明姓名、准
确的联系方式、邮政编码、邮箱。⑤来
稿一经采用，将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形
式通知作者并发放稿费。

启事

央行推大额存单

交易成本低 银行理财受冲击
6 月 2 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即日起实施《大

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由于
存款保险制度已于 5 月 1 日实施，此次推出大额存
单，被认为离存款利率完全市场化只剩下最后的

“一纸之隔”。
根据《办法》规定，30 万元以上的个人存款，将

摆脱目前的存款基准利率和上浮区间的限制，实
行市场化定价。有分析师预测，一年期大额存单
的利率约为 4.1%~4.2%，这显然要高于目前的存款
利率。

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业
存款类金融机构面向非金融
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
额存款凭证，是银行存款类金
融产品，属一般性存款。“这是
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专
家表示，“对银行而言，增加了
一个更灵活的融资渠道；对普
通消费者而言，则又多了一个
更安全的投资方式。”

当前，我国利率市场中的
贷款利率已经放开，存款利率
市场化改革进程也到了收官
阶段。央行在降息的同时，将
存款利率上限由 1.3倍提高到
了 1.5倍。从随后商业银行的
存款利率定价来看，并未出现

“一浮到顶”的恶性竞争现象，
多数商业银行都根据其资产
负债匹配情况做到了理性定

价，为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专家表示，加上已于 5月
1 日起实施的《存款保险条
例》，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与
利率市场化相关的制度基础
和负债工具的创新工作，预计
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初取消存
款利率上限，最终实现利率完
全市场化。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大
额存单的推出，有利于有序扩
大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
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也
有利于进一步锻炼金融机构
的自主定价能力，培育企业、
个人等零售市场参与者的市
场化定价理念，为继续推进存
款利率市场化进行有益探索
并积累宝贵经验。

■利率有望年内完全市场化

相关专家认为，大额可转让
存单为企业、居民和其他机构提
供了新的投资选择，也将拓宽银
行业机构主动负债产品范围，培
育市场主体资金定价市场化理
念和能力。

根据《办法》，个人投资人认
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不低于30
万元，机构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
起点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大
额存单期限包括1个月、3个月、

6个月、9个月、1年、18个月、2
年、3年和5年共9个品种。

近两年来，互联网金融的
兴起和利率市场化进程加速，
已经挤占了商业银行不少的
息差空间，而商业银行能够用
来对抗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武
器”却很少。个人和企业的大
额存单的推出，给商业银行扩
展出了非常多的业务空间。

一位商业银行人士表示，

虽然大额存单的定价会高出
同期存款，但如果能做到以价
换量，银行还是非常有动力
的。“今年以来，央行连续两次
提高存款利率上浮上限，此时
放开银行向非金融机构投资
人发行存单，会进一步提高银
行负债市场化部分的比重和
银行主动负债能力，也会重塑
银行业竞争格局，银行竞争优
势将从过去那些网点广、存款

多的银行向风险管理好、资产
收益高的银行转移。”专家表
示，大额存单发行在提高银行
主动负债能力的同时，必然导
致负债成本的快速上升。为
了应对利差收窄的不利影响，
商业银行必须加快战略转型，
一方面要提高资产配置能力
和效率，重视资产端风险和收
益的平衡，另一方面要提高中
间业务收入占比。

■机构认购1000万起

在互联网金融产品、股市
转牛的双重夹击下，商业银行
的理财产品吸引力节节下降，
而低风险、流动性好的大额存
单的到来，显然将对其造成更
大的冲击。大额存单个人投
资者 30 万元的门槛，比此前
流传的 100万元要低得多，这

也有助于让更多偏好低风险
的个人投资者采取这种理财
方式。

相关专家表示，从投资者
的角度分析，首先，大额存单
的收益率与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的收益率差距较小。据
其推测，一年期大额存单的利

率约为 4.1%~4.2%。从收益
率上看，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的高收益优势在不断丧失；其
次，大额存单可以在二级市场
进行转让，具有极强的流动
性。当投资者出现紧急情况
需要调用资金时，可以快速地
在二级市场进行套现，且交易

成本较低。
此外，大额存单还受到存

款保险制度的保护。温彬表
示，考虑到存款保险赔付上限
为 50 万元，预计针对个人投
资者发行的大额存单面额将
介于 30万至 50万元之间。

■交易成本低银行理财受冲击

如果将大额存单利率和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相比较，
不难发现大额存单的推出或
将使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收
益优势不再明显。此外，由于
大额存单算作一般性存款，且
纳入存款保险的保障范围，而
银行理财产品不受其保障，使
得二者有明显区别。

根据专家推算，一年期大

额 存 单 的 利 率 约 为 4.1% ~
4.2%；而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在经过 4 月降准、5 月降息之
后，其收益率也已经出现了大
幅下滑。

大额存单或还具备一些
银行理财产品不具备的附加
功能。例如，大额存单不仅可
作为出国保证金开立存款证
明，还可用作贷款抵押，这对

于有出国需求和贷款需求的
人士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可以
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获得
额外的收益。

《暂行办法》规定，大额存
单可以转让、提前支取和赎
回。大额存单转让可以通过
第三方平台开展。从国际经
验看，成熟金融市场国家的大
额存单都可以流通转让，而且

活跃的二级市场是推进存单
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由于
大额存单或将可以在二级市
场进行转让，因而其具有极强
的流动性。当投资者出现紧
急情况需要调用资金时，可以
快速地在二级市场进行套现，
且交易成本较低，这也是银行
理财产品无法比拟的优势。

纳入存款保险的银行理财产品优势不再

大额存单同普通存款有啥区别？

据了解，大额存单属于可
转让存单，最早产生于美国。
持有大额存单的客户，可以随
时将存单在市场上出售变现，
通过以“实际上的短期存款”
取得“按长期存款利率计算的
利率收入”。

在这份《暂行办法》中，最
引人注意的内容是，大额存单
发 行 利 率 以 市 场 化 方 式 确
定。固定利率存单采用票面
年化收益率的形式计息，浮动
利率存单以 Shibor 为浮动利
率基准计息。

“大额存单的推出，有利
于有序扩大负债产品市场化
定价范围，健全市场化利率形
成机制；也有利于进一步锻炼
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能力，培
育企业、个人等零售市场参与
者的市场化定价理念，为继续

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进行有
益探索并积累宝贵经验。同
时，通过规范化、市场化的大
额存单逐步替代理财等高利
率负债产品，对于促进降低社
会 融 资 成 本 也 具 有 积 极 意
义。”央行负责人表示。

大额存单可随时在市场出售变现

首先要掌握好股市涨跌的时间规律。
因为股价一般是盘整和下跌的时间长，上
涨的时间短。通常，一个股票在底部徘徊
的时间较长，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考虑介
入，但在顶部经常是高点的时间非常短，
不少投资者还没有来得及卖出，便开始下
跌了。

市场上有“底部百日，顶部三天”的说
法，说明逃顶难度之大。市场高手往往也
是会逃顶的高手。在头部区域，主要有这
些特征，需要引起注意。

第一，个股全面补涨。这时大部分股
票放量滞涨，而前期涨幅有限的股票开始
补涨，意味着升势即将见顶。

第二，龙头股该涨不涨。在无论是技
术面还是基本面都向好的情况下，股价却
只放量不上涨，那就要小心了，很有可能
就是出货。

第三，热点散乱，没有章法。龙头板块
的龙头个股开始下跌，而且市场无法孕育
出新龙头，盘中热点散乱，市场没有具有
号召力的品种，这是盘子走弱的重要信
号。

第四，拉权重股护指数。行情尾端，一
般指数不是依靠热点板块的推进，而是借
助拉抬权重指标股来稳指数，形成所谓的

“指数虚高、个股普跌”的局面。

利用股票市场特征
判断卖出信号

（本报综合）

6月2日晚间，中国中车发布公告称，将
于 6月 8日复牌。备受瞩目的中国南车与
中国北车合并终于接近尾声，而两公司合
并后的新名称也将正式启用。

据中国南车 6月 1日晚间的公告显示，
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合并的H股换股已于
2015年 5月 26日完成，A股换股已于 2015
年 5月 28日完成。根据合并的方案，合并
后新公司将采用新的公司名称。中国南车
已于 2015年 6月 1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变更后公司的名称为中国中
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中车。

据了解，此次合并后中国中车新增A股
股份共计 111.38亿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
股，该部分股份将于4日起上市流通。新增
发行H股股份 23.47亿股。合并完成后，南
车集团将持有合并后新公司 34%股份，北
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持有30.5%股份，
北京北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66%。
随着此次合并换股实施完毕，中国中车总
股本也将达272.88亿股。

中国南车北车合并
更名中国中车
将于6月8日复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