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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一大步金融界一大步
餘額寶一周年
銀行「好息」搶客 基金推陳出新

餘額寶以其便捷和較高收益，一出世便
像「吸星大法」一樣吸走銀行巨量活

期存款。由於存貸比紅線是許多銀行頭上的
「緊箍咒」，再加上目前正值中期年結，許
多銀行面臨上半年存款考核硬性指標的來
臨，他們為應對衝擊，只能紛紛在高收益理
財產品做文章，設法高過餘額寶等「寶寶產
品」。

內外競爭 收益回歸平穩
記者日前從農業銀行羅湖深圳分行看到，
其推出的「金鑰匙．安心得利」，期限為4個
月，投資額由5萬元起，年化收益率達5%，
高於餘額寶目前水平。而一些股份制中小銀
行和城商行，其理財產品收益更高，吉林銀
行推出「吉利財富繽紛生活」產品為例，7個
月收益率高達5.88%。在如此夾擊之下，餘額
寶收益不再佔有去年的優勢。
廣發銀行理財分析師張毅稱，為鎖定客
戶，目前各銀行基都用「長期限+高受益」的
投資策略，餘額寶目前唯一優勢就是其「高
流動性」。又指，在農行和吉林銀行理財產
品期限分別為4個月和7個月，從中可看出銀
行的策略。
從增長角度來看，至今年2月中旬，在餘額

寶推出8個月後，資金規模高達4,000億元，
而其從2,500億元增長到4,000億元，僅需約
30天。而截至今年首季末，餘額寶管理資金
去到5,413億元，其高增長神話在各個銀行攔
截及收益率持續下滑中不再顯現。目前，餘
額寶依靠的優勢是巨大的品牌效應和與淘
寶、天貓等網站掛鈎的聯合營銷，而其移動
終端購買事實也不如騰訊財付通便捷及基金
選擇多。

學者：喚醒民眾理財意識
不過，餘額寶的鯰魚效應卻在持續發酵，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所長吳曉求
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餘額寶將互聯網金融
的便捷性與百姓閒錢高收益結合起來，喚醒
普通民眾的理財意識，哪怕他們只有幾百或
上千元也可以理財，遠比銀行活期存款收益
高，其明顯推動金融產品改革和創新。有數
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31日，餘額寶為客戶
累計實現收益75億元，其中今年第一季為用
戶盈利57億元。

貨幣基金規模增勢未停
另一方面來看，內地民眾近一年將大量閒

錢投入餘額寶、財富通或其他寶寶類貨幣基
金，推動內地貨幣基金獨大。據中國基金業
協會數據顯示，截至5月底，內地境內共有基
金管理公司91家，管理資產合計5.42萬億
元，其中公募基金及非公開募集資產規模分
別為3.92萬億元及1.5萬億元。最引人關注的
是，在餘額寶等相關產品推動下，貨幣基金
規模增長至1.92萬億元，相比整體公募基金
規模3.92萬億元，其佔比高達近五成，而去
年底該比例僅逾兩成。餘額寶更躋身全球十
大基金。
從今年數據來看，貨幣基金規模增長速度

更屬驚人，去年底其規模為7,475.9億元，而
今年前5個月就暴增1.2萬億元，增幅高達
156%。在A股市場近年持續低迷下，貨幣基
金的收益更跑贏許多股票基金和債券基金，
表現無疑相當搶眼。

面對內地錢荒來襲，馬雲創辦的支付寶與天弘基金合作推出的餘額寶在去

年6月出世，以較銀行活期高十幾倍收益、足不出戶便捷買賣等優勢，受到

民眾追捧，用戶至今高達8,000多萬戶，累計為客戶帶來75億元收益（人民

幣，下同）。許多銀行、網絡商甚至電訊商也推出類似貨幣基金產品圍追堵

截，並藉高於餘額寶的收益，成功令其暴增神話不再，年化收益從最高時的

7%以上跌至目前約4.3%水平。不過，餘額寶帶來的鯰魚效應（通過強者中

途介入，刺激群體競爭變強）卻持續擴散，不但喚醒民眾的理財意識，更推

動中國金融變革和利率市場化。 ■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馬雲旗下支付寶推出的餘額寶，成為各路
機構傚仿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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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在去年發誓要當中國
金融業的攪局者，他的話確
實不但說到了，也做到了，
餘額寶為內地金融界掀起一
場「革命」，一則激勵許多
網絡巨頭和銀行紛紛模仿和
創新，二來更快速推動中國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和利率市場化的進
程。

當餘額寶去年6月中旬推出後，許
多人沒想到其規模半年後會達到4,000
億元（人民幣，下同）之餘，同時帶
來巨大的影響和非議。贊成者說其促
進互聯網金融的變革，喚醒民眾對閒
散資金的理財意識，讓他們足不出戶
輕按手機屏幕或點擊鼠標，就有較銀
行活期高逾十倍的收益。反對者則
稱，餘額寶是血吸蟲，推高企業融資
成本，對實體經濟是一種損害。一時
間，餘額寶利弊爭論在平面媒體或是
電子媒體間鬧得熱烘烘，甚至連中國
人民銀行也不得不出來發聲，不反對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

動了國有銀行的「奶酪」
由於餘額寶動了許多銀行尤其是國

有大型銀行的「奶酪」，他們利用自
身資金出入口優勢和推動銀監會出台
文件，令餘額寶等互聯網金融業務發
展受限，客戶轉出轉入額度遭到制約
等。不過，許多網絡巨頭和銀行相繼
加入爭奪和拚搶「奶酪」，他們紛紛
在收益和資金安全等上面做文章，一
時間，各類「寶寶」滿天飛，客戶眼
睛都看花了。

市場決定資金成本流向
可以說，餘額寶促使中國貨幣基金

迅猛暴發增長，其規模甚至躋身全球
十大基金。各個銀行、網絡巨頭和基
金公司等紛紛進行產品創新和服務優
化，此等無疑推動內地金融市場尤其
是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令其朝着有利
民眾提高資金收益及推進利率市場
化，由市場來決定資金成本和流向。

不過，餘額寶等產品無可否認確實
間接抬高銀行的資金成本，導致後者將
成本轉嫁給企業，不利企業發展。最
近，國家推出定向降準，讓銀行有更多
資金投向企業，幫助企業更快以較低成
本獲得融資，這是對餘額寶等產品作出
的抑制，從而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有人認為
餘額寶的出
現，喚醒民
眾對閒散資
金的理財意
識。
資料圖片

■阿里與騰訊在多方面競爭
不斷，其金融產品各有捧場
客。 資料圖片

銀行缺水 2000萬一周息9萬
一方面餘額寶等產品給大量投資者帶來的良好收益，

但另一方面卻導致銀行資金成本不再便宜。據記者了
解，一些銀行因「缺水」不得不以高息短期定存吸資，
2,000萬元（人民幣，下同）存一周即付9萬元利息，其
上升的資金成本隨即轉嫁至企業身上，造成銀行近日對
企業貸款利率明顯上浮，直接推高他們的融資成本。

直接拉高借貸成本
深圳一外資銀行深圳分行行長向本報記者透露，以前銀行擁有

巨大的客戶活期存款，成本便宜，僅為0.35%。再加上，一個客
戶的錢可以用另一個客戶的存款循環頂替，達到重複利用，有利
他們放貸給企業賺取較高利潤，不會大幅上浮貸款利率幅度。但
當餘額寶和財富通等各類「寶寶」產品將銀行的大量活期存款吸
走後，再以「高價」的大額協議存款借給銀行時，導致銀行融資
成本大幅攀升，為確保一定利潤，銀行貸給企業的利率也會水漲
船高。
該行長向記者透露，他們向許多中小企業放貸時，不但要求其

有足夠抵押物，還對其貸款利率進行10%以上的上浮。同樣，銀
行資金成本還表現在存款上，記者從深圳一擔保業人士徐先生了
解到，最近因馬上要到上半年的業務考核，他的銀行朋友為完成
存款任務，給他開出優厚的條件，把2,000萬元存款一周，銀行
可以給其9萬元的回報，而在去年同一金額只有6萬元。因此，
他很樂意貸給銀行，瞬間賺取高額收益。
他稱，各類餘額寶吸走許多銀行存款，許多銀行行長完成不了

存款任務之下，不得不出此下策以完成考核任務。

銀行提高融資門檻
記者從許多企業了解到，今年以來，他們獲得銀行貸款更不容

易，許多銀行不但提高對企業資質的審核，令其申請時間延長許
多，更在基準貸款利率基礎上提高15%甚至更多，導致其融資成
本至少在8%甚至在10%以上。

■有中行深圳支行理財經理表示，高息理財產品吸引富豪動輒斥
資數十萬元購入。 記者李昌鴻 攝

電信商零售商紛紛湊「寶」
自餘額寶之後，內地市場先後誕生10多

種理財「寶寶」，百度、京東及蘇寧等知
名非金融企業紛紛參與，中國互聯網金融
呈現蓬勃發展。同一時間，餘額寶也激發
廣大銀行進行產品研發和創新，在收益率
和保障性下功夫。
市場上，不少大型網上零售商利用其既
有網絡資源開拓金融商機。目前，京東夥
拍嘉實和鵬華等基金推出「京東小金
庫」，提供回報率每年約有5%左右。另
一方面，蘇寧則透過旗下蘇寧易付寶提供
「零錢寶」服務，提供年回報率更逾
5%。

電信三強戰線擴大
事實上，餘額寶的鯰魚效應甚至擴散到
電信領域，中電信和聯通也推出類似產
品。如聯通聯手安信基金在深圳推出「話

費寶」，將用戶預存的合約費用投入該貨
幣基金理財，年收益在5%甚至更高，日
後再從基金撥款支付通話費，此舉無疑方
便及吸引電話用戶入門。
聯通新聞發言人溫寶求表示，目前「話

費寶」還處於試點階段，下一步有望在全
國推開。至於中電信此前也推出餘額增值
理財服務「添益寶」，而中移動也正在與
基金公司接洽，計劃推出類似產品。未來
一旦中移動加入競逐，意味電信商的戰場
從電訊市場一路打到金融市場，彼此競爭
勢必更加殘酷。
另一邊廂，記者日前前往中國銀行羅湖

華麗支行，其理財經理李小姐指出，該行
一些產品的收益率與餘額寶不相伯仲，但
是銀行以其穩健更吸引富豪投資，他們動
輒購買數十萬元人民幣至上百萬元的理財
產品。

■有人憂慮網上層出不窮的貨幣基金如民
間借貸公司般出現擠兌風險。 資料圖片

投資者信心保障待解決
貨幣基金像野草一樣迅速生長，但因其

是一個互聯網平台與基金公司的合作，缺
乏像銀行的穩健經營，一旦出現大型系統
風險，餘額寶等產品的客戶資金安全便會
受到影響，而網絡擠兌更會帶來巨大的社
會和經濟風險。為此，許多業內人士呼籲
中國人民銀行出台相關管理政策，以規範
行業。

質疑網絡安全問題
某香港媒體駐深圳記者吳先生告訴記

者，他今年初將7,000多元通過微信買入
財富通，收益超過6%，一周下來有4元至
5元的收益。不過，他的太太知道後，直
言不稀罕那些收益，反而更擔憂財富通不
安全，萬一出現損失誰來賠，這引起吳先

生的擔憂。在太太一再催促下，他最終將
累積的數萬元資金改為投放在中國銀行存
作一年期定期，儘管收益低一點，但他感
覺安心。

富豪寧信實體銀行
記者從銀行獲悉，許多富豪也是擔憂投

資各類「寶寶產品」的資金安全，他們寧
可花幾十萬元至上百萬元購買銀行的理財
產品，也不願投資收益更高的餘額寶。有
業內人士稱，隨着互聯網金融的監管日趨
嚴格，餘額寶等相關產品作為互聯網金融
的一種業態形式，自然也在監管範圍內，
以保證投資者利益，化解因系統風險引發
的互聯網擠兌瘋潮。
近日，一則「央行是否應該對餘額寶徵

繳存款準備金」的消息就引起爭議，有評
論指出，一旦中國人民銀行對餘額寶等徵
收存款準備金，就將對以「高流動性」為
賣點的理財類產品造成嚴重打擊。

■有人直言，為貨幣基金投入數萬元，換
來每周十元八塊收益，抵消不了擔憂財富
的不安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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