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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存单作为银行的一项安全
稳定、收益较高的存款类产品，一直
备受投资者青睐，同时也是银行的揽
储利器。尤其是今年以来市场波动
相对较大，大额存单受到青睐，一度
成为银行理财产品中的“香饽饽”。

不过，相较以往的火热，部分银
行近期大额存单销售情况开始趋于
平稳。同时，线上可转让大额存单功
能正在被热捧。

部分大额存单利率下调
鲜有5年期以上产品

年初时候大额存单还非常抢手，
往往是“一单难求”。然而，《证券日

报》记者近日走访多家银行网点后发
现，部分银行线下网点已不再将大额
存单的宣传标语挂在重要展示位置，
还有部分银行下调了3年期大额存单
利率。

记者浏览了部分国有大行的官
网后发现，目前多数国有大行大额存
单的利率已经没有3.9%以上的了，甚
至大部分大额存单利率都在 3.8%以
下。同时国有行大部分产品期限都
在 3年以内，记者并未发现 5年期以
上产品。

除此之外，部分股份制银行大额
存单利率也同样出现了下调，一位股
份制银行理财经理对《证券日报》记
者直言，“我们的大额存单利率从去
年就开始下调，比之前低了很多，因
此现在销售也不像之前那么火爆了，
目前可以说销售情况较为平稳。未

来大额存单利率下跌会是个趋势。”
记者浏览该行的手机APP后发现，该
行的大额存单利率都在 3.65%以下，
而此前该行还有利率为3.8%的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走访过程
中也发现了有的城商行大额存单销
售情况依然火爆。“我们银行目前大
额存单销售情况还是像此前一样火
爆，很多客户都会提前排队预约抢
购。”某城商行理财经理对记者说道。

记者发现该行的利率并未下调，
并且即将发售的一款3年期大额存单
产品高达4.12%。该行理财经理对记
者坦言，“几年前我们大额存单利率
还有高达5%以上的，但现在最高也就
在4%左右。不过，即使利率下调也高
过普通存款，所以依然是很多客户的
首选。”

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以来A股和基金的市场行情波
动相对较大。相较银行其他理财产
品，大额存单更加稳健安全，收益也
略高。因此不难理解，原来喜欢买稳
健高收益理财产品的客户，现在都转
向去抢大额存单了。”

大额存单线上转让业务
受到银行客户青睐

记者发现，目前大额存单的求购
渠道还可以通过线上转让的方式购
得，并且目前已有不少银行有大额存
单的线上转让业务。部分中小银行
更是开始尝试在第三方平台上转让，
还有银行甚至可以根据约定为用户
匹配符合条件的自然人用户受让。

记者在走访银行网点时发现，有

银行的产品宣传单中提到了“大额存
单产品持有方通过大额存单的转让，
可以减少提前支取的利息损失，实现
资金灵活变现；购买方则获得了更多
产品选择的机会，可以买到存期短、
收益好的产品”。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学
研究人员黄秋彬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 线上转让功能给投资者的好处在
于增加了便捷性和流动性，在提前需
要资金时可方便将大额存单进行转
让，快速获取资金满足自身需求。

记者浏览了某股份银行手机APP
发现，该行App专门设置了大额存单
的转让专区，产品种类非常多，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求设置并搜索相关产
品。同时，该APP还显示目前是优惠
期间，转让手续费为0元，节假日也能
成交。

部分银行大额存单销售降温 利率多为3.8%以下

本报记者 吕 东

今年以来，已有25家银行发行了
二级资本债券，涉及银行数量较去年
同期增长逾一倍，且中小银行数量占
据绝大多数。

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高级研究
员梁栋材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在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背景下，随着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配
置增加，对加快资本补充进程提出更
高要求。而部分银行内源性资本补
充能力有所下降，更需发挥外源性资
本补充渠道的功能。

年内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银行
仍以地方中小银行为主，一定程度反
映出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
政策效果显现。预计中小银行资本
补充进程有望加快，在二级资本债券
发行主体数量上，此类银行占比将长

期居高不下。

发债银行数量激增

随着商业银行补充需求持续升
高，近年来，二级资本债与永续债、优
先股等一起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资
本补充工具。虽然仅可用于补充银
行二级资本，不能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和一级资本，但由于二级资债券发行
相对便利，仍是商业银行进行资本补
充的重要渠道之一。

同花顺 iFinD 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以来，共有 25家银行发行 26只二
级资本债券，合计发行金额达 884.7
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年以来
二级资债券发行金额较去年同期的
957.3亿元有小幅回落，但发债银行数
量却出现激增。

截至目前，今年共有25家银行发

行26只二级资本债券，这较去年同期
的11家银行，数量倍增。

今年以来，银行为支持实体经济
和中小企业，信贷投放的大幅扩张的
同时，银行资本金也在快速消耗。银
保监会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
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及核心一级资本
充足率较去年年末均出现不同程度
下滑，分别下降0.19个百分点、0.12个
百分点和0.09个百分点。

不难看出，在让利实体经济的大
背景下，加大信贷投放规模后，银行
仍需抓紧进行资本补充，这也将为增
强银行抵御风险能力，更好地服务实
体经济提供必要的保障。

记者注意到，除了发行规模不同
外，由于各家银行实力和盈利能力的
不同，所有发行二级资本债券银行的
发行主体信用等级和债券信用等级

也有所区别。
作为年内发行二级资本债券中

仅有的3家国有大行和股份行，工行、
中行、渤海银行无论是发行人的主体
信用等级还是债券信用等级均为AAA
级。由于大多数银行为地方小型银
行，因此其他银行两项评级都不及上
述三家银行。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
券信用等级分别以A和A+居多。

中小银行占据绝大多数

在今年以来发行二级资本债券
的 25家银行中，除了 2家国有大行及
1家股份行外，其余发行二级资本债
券的银行全部为地方中小银行，此类
银行数量为22家。

这些中小银行发债金额普遍不
高，逾半数在 10亿元以下，最小一家
的银行发债金额仅有数千万元。尽

管中小银行单笔发债金额较小，但对
面临着较大资本补充压力的此类银
行来说仍会起到较大作用。

截至一季度末，商业银行平均资
本充足率为14.51%，较去年年末下降
0.19个百分点。而城商行、农商行这
两类银行同期的资本充足率则更低，
仅为12.70%和12.12%，不但低于商业
银行平均水平，也远低于国有大行及
股份行的资本充足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
授贺炎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中小银行特别是数量众多
的非上市中小银行，面临的资本压力
更大,而通过采用发行二级资本债券
等资本补充工具，将会大大增强资本
金的补充，进而增强其服务中小微企
业、支持保就业能力。“未来一段时
间，发债可能仍然是中小银行补充资
本金的主要方式”。

年内发行二级资本债银行达25家
较去年同期数量增逾一倍

本报记者 李 冰

银行的“断卡行动”正在升级。
近日，工商银行发布《关于清理长期不

动个人银行账户的通告》表示，今年 7月起
将对用户长期不用的个人银行账户（借记
卡和活期存折）开展清理工作。同时，记者
注意到，目前银行清理“睡眠账户”正在从

“长期不动户”到“一人多账户”多范围清
理，同一客户名下的超量账户，也将被银行
注销。

工信部于近期召开的信息通信行业防
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表示，将以更为严格的精准治理措施，更加
深入地推进“断卡行动”。

中国（上海）自贸区研究院金融研究室
主任刘斌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银行清
理长期不用的个人账户，有利于防止‘睡眠
账户’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违法犯罪的工
具。另外，金融机构应通过新技术手段增
强对账户涉及违法犯罪情况的监测，提高
技术和数据协同效应。”

清理“睡眠账户”
每家银行规则不一

根据工商银行公告，清理范围为截至
今年 6月 30日，凡连续三年以上（含三年）
未发生客户主动交易，账户余额为零，且未
签订信用卡、个人贷款还款及其他代收代
付协议的账户，其账户功能将调整为非柜
面业务只收不付。

光大银行也于近期公告称，会对个人
睡眠账户、长期不动账户开展清理，重点从
一人持有 4张以上该行 I类卡的情况开始
梳理。此前，平安银行、兴业银行也均发布
清理存量账户的公告。其清理范围包括

“一人多账户”和“长期不动户”。
记者注意到，中信银行在清理存量账

户也在进行升级。中信银行早在 2020年
12 月 25 日就已发布《关于清理个人长期
不动户及个人开立多个结算账户的公
告》，针对个人长期不动户，账户余额低
于 10元（含）以下及同一客户在银行持有
一百个及以上正常或未激活的个人结算
账户进行过清理工作。4月份再发《关于
开展存量个人账户清理工作的公告》，此
次主要针对的是超出规定数量的 I 类、II
类和 III类卡。

记者通过梳理各家银行发布的公告
发现，部分银行清理的账户主要分为两
类，一类是账户余额低于 10 元且长期未
发生交易的；另一类是同一客户在持有
超出监管规定数量的账户。另外，银行
清理“睡眠账户”的类型和标准并不一
致。但大多银行机构均表示，针对相关
账户的清理工作主要是为了落实监管要
求，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风险，保障客户账
户资金安全。

需注意的是，清理账户并不意味着一
定被直接销户，每家银行规则并不一致。
有的银行对于满足相关条件客户个人账户
进行销户，有些银行则是可凭有效证件进
行身份核实并激活该账户以继续使用。

从行业角度看，据央行公布的《2020年
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2020年
末，我国共开立个人银行账户124.61亿户，
同比增长 10.43%，增速同比下降 1.64个百
分点，人均拥有银行账户数达8.9户。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
对《证券日报》记者坦言，目前来看，银行对

“睡眠账户”清理范围确实在升级。实际
上，对于客户有多张银行卡的“超量账户”
央行早在 2016 年 12 月就作出了相关规
定。“积极清理‘睡眠账户’不仅是银行机构
积极落实监管政策，也是有效保障客户账
户资金安全的表现”。

银行因账户涉案
将遭罚

“断卡行动”开展至今，已有多各省市
地区公布对非法出租、出借、出售、购买人
员惩戒情况。例如，今年3月份昆明市公示
首批惩戒电诈帮凶名单614人，公安机关认
定的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或支付账户，
且被用于电诈犯罪造成损失的失信用户，
仅保留 1张银行卡，5年内不得新开账户、
暂停非柜面业务、支付账户所有业务。从
惩戒结果来看，名单中 614人，5年内禁用
微信、支付宝等网上支付。

除了对于个人用户惩戒措施，金融机
构方也会受到相应的惩戒。例如昆明反电
信网络诈骗中心强调，对于银行的分支机
构，一旦发现违规经营的，实施暂停新开户
业务 6个月的处罚措施，对相关责任人“一
案双罚”。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对《证券日报》
记者坦言，长期不用的账户浪费账户资源，
对于银行和个人来说都没有实际价值，却
给不法分子留有实施电信欺诈空间。因
此，清理异常账户能够提升账户资源效率，
保障资金安全，防范诈骗风险。个人对于
自身的电话卡、银行卡要做好保护，不要出
租、出售给陌生人，以防止成为网络诈骗的
帮凶。

“断卡行动”升级

多家银行开始清理
“一人超量账户”

（上接A1版）
金鹰基金相关人士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周期股的上涨主要反
映了供给端收缩的主线依据，例如期
货市场表现出原油小涨、有色和农产
品等大涨的局面，股票市场上也表现
出钢铁、煤炭等周期行业大涨，而化
工等外围需求主导的周期行业偏弱
格局。

五矿经易期货股指研究员夏佳
栋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导致本轮周
期股和大宗商品上涨主要原因有两
点：一是美元不断放水导致资产价格
上涨，商品、股票、债券等市场都在上
涨；二是上游资源品主要产地的疫情
仍在蔓延，因此，大宗商品的供给端
受到了影响。与之相对应的是，需求
端上，发达国家需求恢复较快，在供
给端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出现了
阶段性的供需错配，最终导致商品价
格大涨。

南方基金权益研究部相关人士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三方面因素助
推本轮商品周期上涨：一是海外市场
流动性充裕所致；二是国内需求增加
推升商品价格；三是国内疫情管控好
于预期。

机构认为
“超级周期”言之尚早

在受访的机构中，均对顺周期板
块和大宗商品牛市有较高的期待，且
表现出很强的信心，这是否意味着

“超级周期”会到来？他们认为，虽然
“短牛”行情比较看好，但“超级周期”
的基础还不牢固，就目前来看，“超级
周期”言之尚早。

东证衍生品研究院大宗商品研
究主管金晓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本轮大宗商品上涨的主要驱动
因素在于需求端的恢复，很多商品
价格都进入上涨的快车道，但同时
也要看到，大宗商品价格形成趋势
时，投机性需求进一步加剧了价格
的波动率。“长周期牛市，其供应端
对于价格的上涨是钝化的，而需求
端对价格持续上涨有一定向下转嫁
的能力，因此，供给端支持超级周期
形成”。

需求端到底能否承接价格的上
涨？

对此，金晓表示，由于供给端受
到政策干预，价格上涨反应钝化，商
品的供需平衡必然是靠挤出缺乏价
格转嫁能力的终端需求来实现再平
衡。需求对价格上涨的接受能力将
最终决定超级周期是否成立，但需求
端对价格上涨的接受将直接形成通
胀压力，而通胀压力将倒逼货币政策
收紧，因此，从需求端来看，形成超级
周期的难度非常大。

夏佳栋也不认同“大宗商品迎
来超级周期”言论。他认为，目前大
宗商品上涨不是由需求推动的，全
球经济并没有表现出非常强劲的复
苏，商品价格的上涨只是因为阶段
性的供需错配和宽松货币政策所
致。一旦大宗商品的供给恢复，或
者美元流动性收紧，原先推升商品
价格上涨的因素就会弱化。此外，
如果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需求端
也会开始反噬，当前周期品价格偏
高已经导致中下游企业利润受损。
因此，亏损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企业
将出现大量停工停产，需求也会随
之下降。

与东证期货和五矿经易期货持
同样观点的还有嘉实基金和金鹰基
金。苏文杰表示，预计在流动性宽裕
和需求持续好转的带动下，今年顺周
期行业景气会保持良好状态，但能否
出现大级别的行情则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

金鹰基金认为，目前大宗商品上
涨更多的是供给端所致，而该问题会
随着海外疫苗的普及得以解决，国内
政策可能也会因兼顾实体发展而从
中干预。后续大宗商品价格能否持
续走强，还有赖于需求端发力，而未
来美国基建刺激的最终规模和时点
还存在持续观察的必要性，就算大宗
商品有“超级周期”，可能也进入了靠
后的阶段。

南方基金权益研究部也并不认
为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将至。他们
认为，“细看大宗商品的子行业，依然
有很多产品近期存在持续跌价过程，
例如不锈钢、钛材，这与商品自身产
品的周期有关，并不是全部产品的普

涨周期”。

周期股偏强
行情看至半年左右

多家机构分析认为，未来半年经
济复苏预期还将持续，流动性宽裕也
会得到保障，在这个时间段，受益的
仍将是周期股和大宗商品资产。

南方基金持续看好 2021全年的
商品价格和相关股价上涨。南方基
金表示，这是基于对美联储上调利率
的时间节点预期在 2022年底和对中
国的强劲复苏，以及全球市场复苏的
预期，在此期间，供给端的缺口一直
未有很强的补充，而需求端则会持
续，因此，2021年全面看好商品价格。

苏文杰认为，未来半年商品期货
仍将维持景气较高状态，但过高的商
品价格也是不可持续的。未来全球
经济复苏，流动性依然会趋于宽裕，
在股期联动背景下，结构性投资机会
还将出现。

华夏基金相关人士向记者表示，
大宗商品价格由牛转熊是大势所趋，
但目前来看，尽管商品价格会趋弱，
但短期仍然维持强势区间，因此，当
前对大势不必悲观。在具体结构配
置策略上，维持“向周期要成长，向成
长要景气，向景气要估值”的基本原
则；周期风格当下几乎都属于高景
气，应该配置的是估值尚未反映实际
景气和长期成长有想象空间的标的。

金鹰基金分析认为，二季度将迎
来通胀加速上行，周期股和商品期货
都将迎来较强的基本面支撑，但已经
历过一轮明显的价格上涨后，后续行
情演绎将看估值。目前来看，化工、
有色等周期行业的PB估值偏低，周期
股存在因低估而产生的投资机会，商
品期货也将呈现出更多机会。

采访的两家期货公司认为，接下
来商品期货的投资会将更加明显。夏
佳栋认为当前商品价格上涨并不会提
升企业的远期利润，周期股的涨幅会
远低于大宗商品的价格涨幅。他说，

尽管周期股会跟随商品价格走势，但
后期周期股相对于大宗商品走势会显
得很弱；同时，一旦商品价格回落，会
修正远期利润的预期，周期股下跌幅
度也会大于商品价格跌幅。因此，周
期股上涨不如商品期货，反之，下跌则
会比商品期货跌幅更大。

金晓补充表示，大宗商品本轮上
行周期还未结束，但是后期商品价格
走势分化会加剧，从需求端来看，下
半年商品需求存在边际转弱预期。

星石投资分析认为，后期大宗商
品价格持续暴涨或难再现，但目前供
需缺口对价格仍有强劲支撑。大宗
商品价格是对现实供需关系的反映，
而周期股价格还受到宏观政策和预
期的影响，价格波动更加复杂。从趋
势上看，今年PPI高企确定性较强，在
这种环境下，产业链中利润分配向上
游集中。因此，上游行业估值消化能
力更强，在宏观流动性趋于收敛的环
境下相对更具优势，尤其是供给格局
好、估值合理的细分领域头部企业。

机构:难言“超级周期”来临 大宗商品走势或高位震荡

一线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