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管副总编辑韩哲 主编孟凡霞 美编李烝 责校刘凯晶 E-mail：news0518@163.com

5理财周刊

揽储优势不再 结构性存款发行“遇冷”

北京商报2022.2.25

“邮”你更精彩———王富强：成绩源于“奋斗”

“平时一般早上7：40到岗，要接车，8：10

开晨会。遇到雨雪天气，再早一点到，提前

清理一下门口的雨水或积雪，铺上防滑垫，

这样客户来了就安全多了。”深蓝色工装、

白色衬衣，面带微笑，话语温和得如春风拂

面，这是王富强留给大家最初的印象。

从工作上那股子认真劲儿和永远奋斗

的精气神儿，谁也看不出王富强是一名工

作32年、已经57岁的老员工，在大堂经理

岗位工作了11年。在成为大堂经理之前，王

富强干过柜员，做过信贷员，当过网点负责

人。“大堂经理不仅要熟悉各类业务，还要

善于沟通协调，并且具备丰富的服务经验。

最重要的是要耐心、细心，想客户所想，才

能真正做好这份工作。”这是王富强对这个

岗位的理解。

虽然做大堂经理已经11年，可王富强

的工作丝毫不含糊，“引导、分流、解答”熟

记于心。从客户进门询问需求，到办理相

应业务，王富强一来二去，几句对话下来，

就能掌握个八九不离十。遇到客户开卡、

转账、存取款这些业务时，王富强总是引

导客户到ITM或自助机办理，大大节省了

客户办理业务的时间。而看到老年客户，

王富强又会调整语速，耐心与客户交流，

解答对方的疑问。客户张先生说：“每次来

银行办业务，王经理总会陪着我、帮助我。

他还会细心地告诉我要注意保护好身份

信息，保护好随身携带的财物，还为我讲

解怎么识别假币，如何防范诈骗，让我感

到贴心、安全、放心。”

虽然是一名老员工，王富强时刻不忘学

习，今年，他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目标。要深入

贯彻以AUM为纲，坚持不懈推进财富管理

战略，要了解客户的需求，前台服务与后台

支撑紧密配合，为客户做好资产配置，实现

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目标。对于自己来说，不

仅要当好一名大堂经理，更要围绕支行的中

心任务开展工作，发挥自己的优势，不断提

升自身服务水平；以客户为中心，尽量满足

客户需求并保质保量为客户办理业务。

在北京马连道做茶叶生意的王先生，

算是王富强的老客户了，先后在邮储银行

办理了理财、基金、保险、贵金属业务。春节

前，王富强与王先生电话沟通时，听说王先

生今年生意不错，正准备给员工发点福利，

还没想好发什么好。王富强主动为王先生

推荐了邮储银行贵金属业务，王先生非常

满意，一口气买了5套邮票金发给员工，员

工非常高兴。

除了王先生，王富强还有很多这样的

朋友，一有空，他就会给这些朋友打打电话

联络感情。慢慢地客户变成了朋友，在他的

努力宣传下，朋友的理财意识也慢慢增强

了，主动找王富强联系购买金融产品的也

多了。“只要心中装着客户，始终保持奋斗

的热情、高昂的斗志和务实的作风，全力以

赴投入到为客户服务中去，就一定会收到

好的工作成效。”王富强满怀激情地说。

今年“开门红”期间，王富强已累计发

展保险业务211万元，其中期交9笔、45万

元，趸交5笔、166万元。此外，他还积极发展

贵金属、邮票金、基金、理财业务，累计达

370万元。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2021年“开门红”

活动中，王富强的业绩排名支行前十位，被

评为门头沟支行“营销能手”，成为年轻员

工学习的榜样、追赶的目标。在王富强的带

动下，支行创先争优的意识明显增强，大家

把王富强当作标杆，在业务发展上你争我

赶，信心满满，不甘落后。

门头沟支行直属营业部大堂经理王富强

“您好，请问您办什么业务？疫

情之下，请您先进行扫码测温，谢谢

您的配合。”去过门头沟支行直属营

业部的人，一踏进银行大厅，迎面而

来的永远是大堂经理真诚热情的服

务和这句温馨的询问。他不仅帮客

户取号、引导使用自助机具，有时还

会跟客户多聊上几句，在帮助客户

咨询业务的同时，总是为客户提出

一个最快最好的业务解决方案，受

到客户的一致好评。他就是门头沟

支行直属营业部大堂经理王富强。

部分结构性存款难觅踪影

结构性存款主要由普通存款和投资金

融衍生品构成，是商业银行吸收的嵌入金

融衍生产品的存款，通过与利率、汇率、指

数等的波动挂钩或者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

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

获得相应收益率的业务产品。近日，北京商

报记者走访多家北京地区银行网点调查发

现，在部分银行网点，结构性存款产品已难

觅踪影，客户经理透露，行内已无结构性存

款产品在售。

“我行没有结构性存款。”一位国有大

行客户经理说道，自2021年11月开始该行

就很少有结构性存款产品发售，目前只有

定期存款、非保本理财产品以及保险产品。

另一国有大行大堂经理也表示，“我行无结

构性存款产品，目前仅有存款和理财产品

在售”。无在售结构性存款产品的不仅有国

有大行，部分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也透露

暂无结构性存款产品发行。“已经很久都没

有结构性存款了。”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

理坦言，“我行目前无结构性存款产品，只

有存款、理财产品，至于后续是否会有结构

性存款产品发行目前还不确定。”在融360

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师刘银平看来，结构

性存款规模继续压降，其中，国有银行个人

结构性存款规模压降幅度最大，个别国有

行已停发个人结构性存款，一方面是受监

管约束，另一方面是银行自身存在压降负

债成本需求。

2019年10月18日，银保监会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结构性存款业

务的通知》，要求一年过渡期后，“假结构性

存款”需整改完毕。自此，结构性存款迎来

规范和整改，规模也逐渐呈现波动下降态

势。央行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1月，

中资全国性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约为5.98

万亿元，虽较2021年12月环比上涨

17.55%，但较2021年同期下降了14.85%，

较2020年4月结构性存款规模小高峰时期

的12.14万亿元，已下降50.77%。从结构上

来看，中资大型银行个人、单位结构性存款

规模分别同比下降52.81%、6.5%，中资中

小型银行个人、单位结构性存款规模分别

同比下降2.09%、4.67%。

“1月结构性存款发行规模环比上升主

要受季节性因素影响，1月银行较为集中申

请发行额度，也是揽储的重要节点。”光大

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分析认为，

整体来看，银行结构性存款发行“遇冷”，一

方面，国内强化存款市场监管，银行主动调

整负债结构，稳定整体负债成本；另一方

面，国内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市

场流动性保持充裕，较大程度缓解银行负

债端压力，揽储意愿有所下降。

收益率“吸引力”不足

自2018年“资管新规”发布后，保本理

财渐次退出市场，而在此期间，兼顾收益与

风险的结构性存款一度成为保本理财的替

代品、银行揽储的利器，彼时客户经理介绍

结构性存款时通常会采用“保本保高收益”

的话术，吸引客户存款。不过，从目前来看，

随着假结构性存款“清退”，银行通过结构

性存款揽储的意愿也随之降低，在销售产

品时客户经理通常会强调“只保障本金和

最低收益率”。

“此前，假结构性存款会将障碍价格划

分得特别宽，设置得也较为简单，使客户很

容易拿到中档或高档利率，客户愿意购买，

也成为银行的揽储利器。”一家正在发售结

构性存款的股份制银行理财经理坦言。但

随着假结构性存款的“清退”，结构性存款

只能保证本金和最低收益率，至于最终收

益率如何还需要看挂钩标的市场表现。

在调查过程中，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无

论是否有在售结构性存款产品，客户经理

普遍会对稳健性投资者推荐银保产品。上

述国有大行客户经理建议，“稳健型的客户

可以看看按期缴纳的保险产品，3.5%复利

滚存，存的时间越长收益越高”。一位城商

行客户经理也表示，“我行现有的结构性存

款挂钩的是欧元兑美元汇率，具体收益会

根据挂钩标的进行变化，此前也出现过按

最低收益计算的情况。现在想保本保险产

品更有优势，时间越长收益率越高”。

客户经理为何热衷于推介银保产品？

刘银平认为，一方面，随着监管趋严，收

益稳定的假结构性存款越来越少，对投

资者的吸引力减弱；另一方面，银行代销

银保产品获取的佣金比例要更高，会更

加积极推荐。

除了产品发售量较少之外，结构性存

款的预期收益率也不再“吸睛”，利率普遍

在1.1%-3.5%，最低收益率与定期存款利

率相近。据前述城商行客户经理介绍，该

行共有8款结构性理财产品在售，起存金

额均为1万元，收益率在1.1%-3.47%。北

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其中一款期限为181

天的结构性存款产品，最低年化收益率为

1.65%，略高于该行3个月年利率为1.4%

的定期存款。

从行业整体来看，根据融360数字科技

研究院不完全统计，2022年1月银行发行

的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平均期限为138天，较

上个月缩短2天；平均预期最低收益率为

1.28%，环比上涨2BP；平均预期中间收益

率为3.13%，环比下降4BP；平均预期最高

收益率为3.61%，环比下降6BP。

谈及结构性存款收益率逐步走低的原

因，周茂华表示，一方面是国内监管部门着

力维护存款市场正常秩序、稳定银行整体

负债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流动性保

持合理充裕，从同业存单利率看，银行整体

负债压力有所舒缓，结构性存款利率不高。

短期退出市场可能性不大

由于结构性存款兼顾存款和投资的双

重属性，在初次购买时也需要像购买理财

产品一样，进行录音录像、风险评估。在一

些银行客户经理看来，结构性存款更像是

存在于存款和理财间的一种过渡形态，而

随着保本理财完全退出市场，在监管日益

趋严的背景下，结构性存款不排除会有“消

失”的可能性。

“目前已经没有保本理财产品，结构性

存款可以说是过渡方案，但未来随着市场

发展、监管完善或变严之后，结构性存款可

能慢慢会被剔除或者划归到不保本类别

中。”上述理财经理分析道。

谈及未来结构性存款发行规模和利率

趋势，刘银平认为，国有大行可能会继续压

降结构性存款规模，但是中小型银行缺乏

稳定的存款来源，压降动力不足，某些节点

还需要依靠结构性存款冲量，结构性存款

短期内退出市场的可能性不大，除非是监

管硬性要求。周茂华表示，结构性存款利率

整体维持低位运行格局，主要从目前宏观

政策重心偏向正增长，市场流动性保持合

理充裕，银行整体负债压力稳定；同时，国

内继续维护存款市场正常竞争秩序，稳定

银行负债成本，助力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

本稳中有降。

那么在现有情况下，投资者是否值得

购入结构性存款？购买该类产品时应当注

意什么？刘银平认为，整体来看，结构性存

款期限偏短、收益率要高于同期的定期存

款，如果投资者对资金安全性、流动性要

求较高，结构性存款还是适合购买的，不

过要能看懂产品说明书，尤其是收益计算

规则，了解产品到期收益率大概能达到的

水平。

“结构性存款更适合想保本但又不想

做时间太长定期存款的客户，短期之内本

金安全，收益又能比普通的活期高一点。”

上述股份制银行理财经理建议道，不过客

户如果想通过结构性存款去赚取高收益，

需要对市场有很强烈的认知，例如能判断

金价下一步的走势、上涨或下跌空间，再

根据自身的预测去找相匹配的结构性存

款产品。 北京商报记者宋亦桐李海颜

随着假结构性存款“清退”，在优化负债结构的背景下，曾一

度被视为保本理财替代品、银行揽储利器的结构性存款风光不

再。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北京地区多家银行网点调查发现，目

前多家银行已无结构性存款产品在售，在售的产品数量也相对较

少，最低收益率与定期存款利率相近，普遍在1.1%-3.5%。在现

有状况下，结构性存款规模、利率走势又会如何？未来结构性存款

产品是否还值得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