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存款没了？互联网存款全剧终？自1月15日商业银行互联网存款监

管“靴子”重磅落地后，市场上关于互联网存款业务的此类观点和报道比比皆

是。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近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尽管向新用户下架了存

款产品，但多家互联网平台仍面向存量用户开放存款业务，甚至有平台继续向

存量用户加码存款营销；另外，在互联网平台这一非自营渠道被“一刀切”后，很

多中小银行也已经开始发力自营网络平台，试图“绝地求生”。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孟凡霞 实习记者 许
琪）新年伊始，百余家银行公布了2021年度同
业存单计划，1月18日19时，北京商报记者根

据Wind统计发现，已有约250家银行公布了

2021年度同业存单发行计划书，其中众多银

行不同程度地上调了年度计划发行量，调整

范围在几十亿元至上千亿元不等，专家表示，

这或与银行面临的负债端增长压力有关。

1月18日，共有8家银行公布了相关计划

书，其中朝阳银行预计在2021年发行160亿

元同业存单，与上年计划发行量持平。汉口银

行计划发行700亿元，较上年下降了50亿元。

此外当日发布同业存单计划书的还有5家农

商行和1家外资银行。

一直以来，同业存单多是中小银行缓解

“负债端”压力的得力工具，但此次全国性商

业银行中也有不少银行大幅上调了计划发

行量。据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民生银行、

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和农业银行等上调了

2021年同业存单发行计划规模。其中，农业

银行2020年计划发行同业存单量为6700亿

元，而今年1月15日公布的2021年预计发行

量上调了1300亿元，预计发行总量为8000

亿元。对此，看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卜振兴

认为主要是大中型银行基于业务扩张的

压力，通过同业存单的发行，满足业务发

展的需要。

在区域性银行中，也有不少银行调高了

2021年度计划发行总量，例如宁波银行

2021年预计发行3655亿元同业存单，而

2020年该行只公布了2611亿元的计划发行

额度，上调了1044亿元。另外，江苏银行2021

年度计划发行同业存单量为4500亿元，而

上一年计划发行量是3950亿元。而收购承接

了部分原包商银行分支机构的徽商银行，也

上调了490亿元的计划发行额度，从2020年

度的1750亿元上调至2240亿元。

据了解，银行负债端主要包括吸收存

款、同业负债和应付债券等，而随着结构性

存款被规范、靠档计息类产品遭整改，银行

负债端仍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对于部分银行

增加2021年度发行计划规模，卜振兴认为，

“这主要还是基于负债端压力的考虑，2020

年监管开始严格规范存款类产品，导致商业

银行负债端的压力不断增加。尤其是中小银

行面临的揽储压力也在不断上涨”。

不过，农商行较上年度计划发行量则基

本持平，北京商报记者在已发布计划书的农

商行中随机选取了29家银行进行对比，其

中，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预计会多增200亿元

发行量，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江苏江阴

农村商业银行等不少银行2021年同业存

单发行计划规模与2020年度持平。对此，卜

振兴解释，这主要是受到信贷投放和资产

扩张速度的影响。此外，“目前来看，同业

存单在农商行的负债中已经占有较高比

例，监管对于商业银行发行存单的占比也

有一定的比例限制”。

顶风向存量用户“投喂”互联网存款曲终人未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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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风”再推

1月15日，一纸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

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让不少中小银行和互联网平

台都“慌了神”。

该通知剑指商业银行通过非自营互联网

平台开展的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

包括由非自营互联网平台提供的营销宣传、

产品展示、信息传输、购买入口、利息补贴等

服务都被纳入“禁令”之内。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商业银行已开展的存

量业务，该通知也下达了“铁令”，即到期后应

自然结清。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根据商业

银行的风险水平对其跨区域存款规模限额等

提出审慎性监管要求，按照“一行一策”和“平

稳过渡”原则，督促银行对不符合要求的存款

业务制订整改计划，并确保有序稳妥落实。

该通知发布数日以来，北京商报记者梳

理发现，目前，针对新用户，大部分互联网平

台已下架了系列互联网存款业务。不过，针对

存量用户，市场却有些“后知后觉”的意味。

其中一个现象就是，通知发布后当日，还

有互联网平台向用户发送存款产品营销短

信。1月15日晚，包括北京商报记者在内的多

名某互联网平台用户收到通知，平台已恢复2

个月理财产品上架，年化收益率高达4.3%。

北京商报记者点击进入后发现，该产品是

由新安银行推出的“惠民宝60天”存款产品，产

品页面宣传“当日起息”“本金保障”“执行50万

元内100%赔付”“自动续存”，从产品设计来

看，该产品1000元起存，支持随时支取，按月付

息，自起息日起每满7天作为一个计息周期支

付一次利息。

除了“惠民宝60天”外，该互联网平台上

的银行存款产品列表还包括“惠民宝”“周周

盈”“众惠存周周存”“惠民宝30天付”“祥云宝

90天期”“祥云宝188天期”等10余款银行存款

产品，起存金额低至50元、100元起，根据不同

期限，收益率包括3.7%、4.1%、4.3%、4.69%不

等，所涉银行除了新安银行外，还包括众邦银

行、营口沿海银行。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返息的基础之外，

该互联网平台还单方面向用户推出了补贴，

从推广营销力度来看，不可谓不大。

缘何监管命令禁止下，机构仍要继续推广？

针对此举，北京商报记者尝试对该互联网平

台以及新安银行、众邦银行、营口沿海银行多

方面进行采访。其中，该互联网平台方面回应

称，“将会按照监管相关要求，严格落实监管政

策。目前平台正在以合作伙伴合法合规的流动

性风险管理为前提，有序、稳步地推进银行存

款产品的相关调整”。

此外银行层面，众邦银行官方回应称，将

会积极响应监管要求，稳妥制定相关方案，保

障储户合法权益；营口沿海银行工作人员同样

称目前仍可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购买，但

后续会根据监管要求进行调整，建议用户通过

官方渠道存款。

不过，也有银行人员“后知后觉”，正如新

安银行工作人员称，其暂未收到监管通知，用

户仍可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入购买。不

过，补贴加息是互联网平台单方面的营销行为，

主要是为了招揽用户自行推出。

另有隐情？

值得一提的是，面向存量用户开放银行

存款业务的互联网平台并非一家，北京商报

记者注意到，截至发稿前，部分互联网平台

采取下架，但多数平台仍向存量用户开放存

款类产品。

一面是监管要求已开展存量业务到期自

然结清；另一面是互联网平台仍对存量用户

开放上新产品。针对新用户平台可火速下架，

但为何存量用户却成了掣肘？在多位业内人

士来看，背后或另有隐情。

一家互联网平台工作人员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事实上无论是中小银行还是互联网平

台，两方均有苦衷。对银行来说，此次通知较

为突然，短期内若把所有产品下架，中小银行

流动性将面临风险，因此，全部下架也需要一

个过程；另对互联网平台来看，由于此前已与

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尽管监管通知下发，但在

未收到银行下架通知的情况下，若互联网平

台贸然下线，也会涉及到单方面违约的问题。

“出于风险和流动性等考虑，通知明确商

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

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虽未包含活期存款，

但实际互联网平台与银行合作的存款产品

中，有商业利润空间的主要为定期和定活两

便类产品，因此这意味着目前互联网平台给

银行提供的助存业务被‘一刀切’。”在零壹研

究院院长于百程看来，通知发布后，仍有银行

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展存量用户的存款

业务，显然已经违规。不过，通知在1月15日刚

发布，也可能存在技术等原因下架有所延迟

的情况。

另在金融科技行业资深专家苏筱芮看

来，尽管监管明令禁止，但仍有互联网平台针

对存量用户再推存款产品，在她看来，该现象

已在预期之中。一方面，目前监管通知刚刚下

发，机构需要一定的适应期跟过渡期；另一方

面，整体来看，此次通知内容较为简洁、篇幅

也不长，在具体执行范围、执行力度方面，还

有待监管指示进一步明晰。

另有分析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

互联网存款“导流”业务并未形成成熟的商业

模式，利润率低下，仍有互联网平台保留存款，

甚至向用户继续推广产品，主要为拓展自身的

生态圈，作为获客的手段。

苏筱芮进一步指出，互联网存款相关风

险涉及到两方主体，具有金融科技属性，既存

在金融风险，又存在科技风险。此次监管通知

针对的主体主要是商业银行，对大型互联网

平台监管，目前也亟待进一步明确。

在苏筱芮看来，互联网公司流量很大，动

辄就会牵扯到涉众的风险，不能照搬沿用传

统的方式去监管大科技公司，要从互联网科

技公司这个角度切入，才能精准有效管理。

“绝地求生”

此次监管风暴，其实早有预兆。2020年12

月15日，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就曾在

公开发言中谈及银行互联网存款风险，其中

提到，互联网平台存款具有开放性、利率敏感

性高、异地客户为主、客户黏性低、随时支取

等特征，存款稳定性远低于线下，增加了中小

银行流动性管理的难度。尤其是高风险银行

通过互联网平台吸收存款，饮鸩止渴，流动性

隐患突出。这些高风险银行用貌似稳定的不

稳定资金来源维持其高风险资产运营，进一

步加剧了自身风险。

“此后，互联网存款的整治实际上已经在进

行，主流互联网平台已经做了下线处理。”一位

分析人士如是说道。该人士称，尽管当前部分

第三方平台的互联网存款业务“仰卧起坐”，上

架下架反反复复，但可以预见的是，后续，在监

管规范下，无论是互联网平台还是中小银行，都

应根据各自定位找准合规路径发展。

“针对存量用户，银行应根据监管要求进

行整改，同时，互联网平台需要协助商业银行

做好客户沟通解释工作。”苏筱芮认为，建议

后续监管出台更为详细的文件，例如就《商业

银行互联网存款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征求意

见稿，通过《办法》形式为机构提供更为明确

的业务参照。

于百程则称，在整改过程中，机构一方面

要特别注意存款规模期限变化导致的与贷款

业务之间的错配，做好客户沟通解释工作，寻

找合规渠道和方式加强存款管理，避免发生

流动性风险，保证平稳过渡。

“另一方面，自身渠道在开展互联网存款

时也要注意合规，比如遵守利率定价自律机

制，不得利用存款保险制度内容进行不当营

销宣传、加强网络安全防护等。展望未来，参

照保险基金业的做法，在互联网存款业务逐

渐成熟，监管完善及相关风险经过检验之后，

也不排除监管方会颁发第三方互联网平台的

存款代销牌照，进而放开互联网平台的助存

业务。”于百程进一步指出。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偏门”被堵

开“正门”，在互联网平台这一非自营渠道被

“一刀切”后，很多中小银行也已经开始发力

自营网络平台，试图“绝地求生”。包括蓝海银

行、众邦银行、营口沿海银行等多家银行在内，

均在发力自营渠道，例如通过微信、App等多

个自营渠道推出营销活动促活客户。

苏筱芮指出，后续，中小银行应当居安

思危，对标监管要求查漏补缺，提升流动性

管理能力，此外，要增强自身的获客、运营能

力，在自营渠道与第三方渠道之间保持协调

与平衡。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刘四红

“爆款”，这一贯穿了2020年公募基金行

业近乎全年的关键词，在2021年初仍然适用。

从近期发行成立的权益类产品来看，头部机

构、明星基金经理、热门主题等因素，但凡有

其一，就已具备成为爆款的“DNA”，若三者兼

备，更是爆款无疑。

易方达基金在近期开启募集的一只主动

权益类产品则再为公募发行添了一把火。1月

18日，易方达基金旗下易方达竞争优势企业

混合正式发行。根据此前披露的招募说明书，

该基金原计划于1月18日-29日期间募集，首

募上限为150亿元。但就在发行前一个交易

日，即1月15日，易方达基金再度发布公告称，

决定将募集时间缩短至1月18日一天。

事实上，若对比已有的市场消息来看，上

述举措也确实符合最终结果。北京商报记者

获悉，在1月18日下午收盘后，易方达竞争优

势企业混合实际募集金额已超过1000亿元。

对于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北京商报记者致电

易方达基金，但截至发稿未收到相关回复。若

这一募集规模属实，则将超过一周前由南方

阿尔法混合创下的超700亿元的实际募集规

模，且根据计算，最终该基金的确认比例或在

10%左右。

这仅是近期公募基金火爆发行的“冰山

一角”。据渠道人士透露，同在1月18日开启发

行的博时成长领航混合当天实际募集规模已

近百亿元。此外，某大型公募旗下在同日募集

的权益类产品也已超过120亿元的募集上限。

而将统计时间拉长至2021年以来，Wind

数据显示，以基金成立日为准，截至1月18日，

开年已有50只基金（份额合并计算，下同）先

后成立，累计发行规模高达2535.42亿元。而

2020年12月在成立了148只产品的基础上，

累计发行规模才达到2958亿元。这意味着

2021年首月有望迎来公募基金募集规模

大增，且平均单只基金的成立规模已达50

亿元以上。

就具体产品来看，在近期多数基金设置

了100亿元左右募集上限的基础上，若以1日

售罄、成立规模超过50亿元来定义“爆款”，那

么，在开年至今的11个交易日内，已诞生了15

只爆款基金，据此计算，平均每一个交易日就

有1只以上的爆款基金成立。

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爆款基金频现，离

不开过往权益市场的整体向好以及居民储蓄

转移的大背景。

南方某大型公募市场部人士指出，如果

仅关注2021年初至今权益市场的表现，虽有

震荡，但也有上涨，呈现较为突出的结构性行

情。而公募基金已经用2019-2020年的优秀

业绩，证明了自身通过发挥主动管理优势把

握结构性行情的能力，这也是后续爆款基金

诞生的主要因素。

从投资者的需求看，前述公募市场部人

士补充道，“一方面，众多投资者逐步关注到

公募基金投资的价值所在，也感受到了随之

而来的赚钱效应，因此愿意更多地参与；另一

方面，在‘房住不炒’和‘炒股不如买基金’的

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希望通过参与

基金投资来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促进了公募

市场增量资金的出现”。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称，新年以来，已有多只爆款公募基金出现，

这充分说明居民储蓄向资本市场大转移的趋

势已经形成。而就过去的五年、十年市场表现

而言，爆款基金频繁出现大多是由权益市场

行情火爆导致，而非如今的居民资金转移需

求。因此，过往爆款基金频现被视为“市场见

顶”的信号，当下则并非如此。

当然，市场行情以及投资者需求也并非构

成“爆款基金潮”的全部因素，渠道的助力、基

金公司自身的宣传等也至关重要。上述公募市

场部人士指出，当前市场行情、新品拟任“掌

舵者”是否是明星基金经理、代销渠道的推动

力度等三方面相对比较重要。此外，基金公司

对产品的包装宣传力度、产品投向与市场风口

是否吻合等也都是影响因素。总而言之，爆款

基金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

前述市场分析人士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他认为，近期基金发行的火爆来源于三大因

素的“共振”。首先是A股上证综指在短期内

的突破带给投资者入市的信心。其次，新年伊

始，银行、券商以及其他代销机构的“开门红”

布局，配合基金公司营销活动。此外，经历了

2020年下半年市场波动回调影响后，过去半

年部分投资者积攒的入市热情集中释放。据

该分析人士预计，公募行业较为突出的增量

资金或会持续到一季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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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超千亿 谁创造了爆款基金 上调同业存单发行量
多家银行缓解负债压力

商业银行互联网存款
风险隐患

◆涉嫌违反相关监管规定和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相关要求。

◆突破地方法人银行经营区域限制。

◆非自营网络平台存款产品稳定性较差，对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带来挑战。

◆产品管理不规范、消费者保护不到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