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额存单除了可以通过线下柜台预约办

理，还可以在线上通过手机银行 APP 直接购

买。梳理发现，目前国有大行3年期大额存单

年利率普遍为3%左右，且额度相对紧俏。

以工商银行为例，该行手机银行APP大额

存单专区为投资者展示了多款大额存单，年利

率在1.6%～3.1%左右，存入期限分为1个月、3

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起存门槛在20万

～200万元不等。其中，有多款产品为新客专

享，仅面向自成为工商银行客户之日起6个月

内的新客销售。

股份制银行大额存单年利率普遍在

1.8%～3.3%左右，有部分银行在售大额存单种

类不足，例如，广发银行在售大额存单仅有两

款，一款为20万元起购，3年期存期年利率为

3.3%；另一款为100万元起购，3年期存期年利

率同样为3.3%。民生银行大额存单列表中则

未有3年期产品在售。

在调查过程中，更有多位客户经理透露

称，大额存单利率未来还有下调空间。一位城

商行客户经理表示，“长期限大额存单年利率

由4%跌到3%只用了不到3年时间，未来大额

存单利率下行是大概率事件。”另一位股份制

银行客户经理也持有同样看法，她表示，“未来

存款利率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要想锁定收益

建议早做规划，大额存单是比较好的选择。”

对此，光大银行周茂华指出，未来存款利

率走势还和宏观经济、政策、市场供求与各银

行经营情况有关。接下来各家银行在根据自

身情况调整存款利率时，将更倾向于先调整长

期限定存、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等利率。

刘银平预测，今年以来，大额存单各期限

存款利率都呈下降趋势，银行净息差水平持续

收窄，降低高成本存款量价水平是很多银行优

化存款结构、降低存款成本的策略之一，未来

大额存单利率或进一步小幅下行。

利率仍有下行空间

大额存单越发受到追捧。近日，记者调查发现，经历了数次下调，多家银行长期限

大额存单年利率已下行至3%左右，但投资者认购热情不减，“一单难求”、售罄成为常

态，相对于活期存款，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有期限的定期存款。在分析人士看来，接下

来，银行应合理控制定期化产品，维护存款市场正常竞争秩序，增加活期存款占比，满

足市场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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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布局提速
据中国银行方面介绍，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发行的

徽章式硬件钱包，持有者可使用数字人民币APP的“贴一贴”功能，绑

定本人软钱包，进行钱包充值、余额转出、密码管理等操作。

而这并非中国银行首次推出数字人民币特色硬钱包。2022年9

月1日，中国银行联合美团曾发布首款面向大众流通的数字人民币低

碳卡硬件钱包。彼时，据美团公布数据，显示数字人民币低碳卡硬件

钱包在自9月1日起申领至9月20日停止申领阶段，有近45万人申

领。此外，9月27日消息，中国银行苏州吴中支行携手苏州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成功落地全国首张高校数字人民币校园卡硬钱包。

据记者梳理，今年以来，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多家银行机

构已推出数字人民币硬件钱包。比如，7月份，在第五届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上，工商银行公开发放硬钱包产品，产品分为卡式和手环式；

农业银行此前曾在服贸会上公开展示一款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在没

有网络前提下也可以完成交易，据介绍该硬钱包具有查询、收款、付

款功能；邮储银行也曾公开展出数字人民币“可视卡”等硬件钱包等。

践行普惠金融
数字人民币按照载体可以分为软钱包和硬钱包。相比之下，在

数字人民币规模化试点中，硬钱包鲜少落地。数字人民币硬钱包具

有不依赖手机及网络使用等优势。在支付流程中，可弥合老人、儿童

等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较为常见的数字人民币硬件钱包是可视化

卡，类似一张IC卡，可满足用户日常消费需求。

目前数字人民币已推出各种形态的硬件钱包，并针对“无网”“无

电”等极端场景，研发相应的功能，发挥数字人民币高效率、低成本等

优势，推出差异化的支付结算方案，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数字人民币硬件钱包除了是银行线下移动

支付业务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之外，也是完善无障碍适老化设计重要

举措。博通分析王蓬博表示，硬钱包有助于解决老年人、儿童等特定

群体操作智能手机不便等问题，针对不同人群的适用性也是数字人

民币“硬钱包”未来能够更大范围普及的方向之一。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表示，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区域以一二

线城市为主，少部分涉及三四线城市，大多数场景还难以体现出硬钱

包的必需性和优势，并且硬钱包在制作、技术、推广上较软钱包成本

更高，因此目前数字人民币以软钱包为主、硬钱包为辅的格局，比较

符合应用的现实情况。 据《证券日报》

利率下行，大额存单却“一单难求”，种种迹

象都表明，相对于活期存款，投资者越来越倾向

于有期限的定期存款，这也让不少业内观点认

为，银行存款定期化时代来临。

“一般来说，银行存款定期化占比上升将明

显增加存款综合负债成本。这可能与整体宏观

经济和市场波动有关，并不意味着长期趋势。”

在周茂华看来，银行应合理控制定期化产品，维

护存款市场正常竞争秩序，增加活期存款占比；

数字化转型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创新金融产品，

满足市场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以促进活期存

款增加；积极推动中间业务发展，为银行带来尽

可能多的活期存款。

在2022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也有多位银

行高管表示，下一步，要提高活期存款占比。例

如邮储银行行长刘建军表示，在负债方面要继

续推进负债成本下降，特别是要提高活期占比，

加大财富管理的考核牵引力度，通过财富管理

来提高活期存款占比，同时继续压降中长期存

款规模和利率。 据《北京商报》

首批个人养老金基金来了
工银瑞信2只养老FOF增设Y份额

在个人养老金相关政策陆续落地后，公募基金的准备工作快速

推进。近日，工银瑞信等多家基金公司公告旗下养老目标基金增设Y

类份额，投资者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此类个人养老金专用份额，

管理费和托管费等将享受一定的费率优惠。

以工银瑞信基金为例，其旗下两只养老目标基金增设Y份额，分

别为工银瑞信养老2035FOF和工银瑞信稳健养老一年FOF，Y类份额

的管理费、托管费均实行五折优惠，且不得收取销售服务费。

大额存单为何大额存单为何““一单难求一单难求”？”？

“资管新规”落地后，保本理财产品清零退

出历史舞台，作为稳健投资的渠道之一，大额

存单逐渐走俏市场，也受到不同风险偏好投资

者的喜爱。近段时间以来，资本市场波动较为

明显，杨杨(化名)多方评估后，决定拿出一笔资

金投向较为稳健的大额存单，不过在咨询多家

银行客户经理后他发现，大额存单出现了“一

单难求”的情况，不仅需要排队预约，而且拿着

钱也不一定能买到。

大额存单是由银行向个人或机构发行的

一种大额存款凭证，通常情况下个人20万元起

投，期限从3个月至3年不等，与杨杨一样，最

近投资者在购买大额存单时都会感受到额度

有限这一情况。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目前

多家银行长期限大额存单额度较为紧张，除了

售罄、下线之外，还有银行规定，在购买大额存

单时需要预约和验资。

“20万元起购的大额存单，3年期年利率为

3.2%，马上就下线。”一位银行客户经理发布大

额存单推荐信息，记者注意到，这是一家股份制

银行推出的大额存单，3 年期到期年利率为

3.2%。这位客户经理介绍称，“这是我行目前年

利率最高的长期限大额存单，支持提前支取和

存单转让，且买且珍惜，后续上线时间待定。”

一家国有大行客户经理也表示，“目前我

行大额存单没有额度，仅周三开放额度，需要

客户提前预约，并需要提前来柜台进行验资。”

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刘银平表示，大额

存单额度收紧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临

近年末，部分银行大额存单额度吃紧，发行数

量及额度下降；二是大额存单成本相较于普通

定存高一些，从降成本的角度考虑，部分银行

会控制高成本存款的发行量价水平；三是随着

存款利率走低，储户倾向于购买长期存款利率

以锁定当前相对较高的利率，长期大额存单更

加吃香。

购买要拼手速

提高活期存款占比

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人民币特色“硬钱包”走俏

日前，中国银行正式对外发行数字人民币进博主题徽章硬件钱

包。此前，中国银行曾官宣对外发行多款特色数字人民币硬钱包。综

合来看，数字人民币硬件钱包面向大众落地的脚步正在加快。

从目前数字人民币发展脉络来看，主要体现软钱包为主、硬钱包

为辅的格局。业界普遍认为，数字人民币硬件钱包是银行线下移动支

付业务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并在支付流程中，可弥合老人、儿童等群

体面临的数字鸿沟。

提高活期存款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