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级产品

终止智能通知存款业务后，有银行给出替代
方案。5月15日，招商银行停止智能通知存款业
务服务并办理业务结息，当日，记者从招商银行
客户经理处获悉，该行终止智能通知存款业务
后，客户可以开通“智存通”业务。

根据该行工作人员的介绍，“智存通”可被视
为承接智能通知存款，在开通后，5万元以下的存
款按照活期利率计算，5万元以上的部分自动按
照1000元起存的3个月定期存款计息，年利率为
1.65%。目前仅限购买过招商银行智能通知存款
的客户开通办理，客户登录招商银行App在存款
一栏中即可看到“智存通”。

根据该行App智能客服介绍，“智存通”是一
款自动存款服务，支持自动存入、自动支取，底层
产品为3个月“享定存”，开通后的下一个自然日
起，当对应卡的活期余额大于等于5万元，超出的
资金若满足起存金额，会自动转存为一笔存单，
用款时系统按照“后进先出”原则自动支取存单
余额，无须手动操作转出。

除招商银行之外，中信银行于近日推出“随
心享”，3个月为一期，起存金额1000元，年利率
1.65%。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该行手机银行购
买“随心享”可选择到期本金续存、本息续存、转
活期三种方式，若选择续存，储户必须输入续存
次数，否则将无法购买，续存次数最多为99次。

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师刘银平表示，
银行推出这类升级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储户的
存款需求，提升客户存款体验及满意度，从而达
到留客的目的。

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则认为，部分
银行推出升级产品或功能更多是以升级的名义
来提高门槛、降低利率，大方向仍是压降高息存
款产品占比，降低整体负债成本。

加速“退场”

今年以来，银行智能通知存款加速“退场”。
5月15日，记者梳理发现，近期已有中国银行、邮
储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
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广

发银行、渤海银行、厦门银行、泰安银行等20余家
银行宣布下架智能通知存款或取消个人或对公
通知存款自动转存功能。

例如，5月15日，泰安银行发布个人通知存款
产品业务服务调整公告，自当日起，该行个人通
知存款产品取消自动转存功能，客户需在支取日
前1天或7天进行通知预约。此前，光大银行宣
布对公智能存款A款（37天存期）及对公智能存
款B款（7天存期）等自动滚存型通知存款的账
户，自5月15日起停止。广发银行于5月上旬下
线单位通知存款业务自动滚存服务，存续中的资
金将根据具体产品服务规则调整为非滚存服务
模式或返还至客户的签约活期账户。

据了解，相较于普通通知存款，智能通知存
款省略“客户提前通知”和“客户通知后按时支
取”的环节，自动按照最高收益计算。

早在2023年5月，监管部门就曾对银行协定
存款、通知存款利率上限进行调整，其中，国有
大行执行基准利率加10BP，其他金融机构执行
基准利率加20BP，同时，要求停办不需要客户操
作、智能自动滚存的通知存款，并设置了一年的
过渡期。

刘银平认为，智能通知存款具有自动滚存的
功能，可以灵活支取，并且利率要明显高于活期
存款利率，这类存款推升了银行的揽储成本。银
行取消通知存款自动转存功能或是下架相关产
品，一方面符合政策导向，另一方面则有利于缓
解息差压力，降低资金成本。受贷款利率下行、
存款定期化影响，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接下来
银行会持续压降高成本存款。

高息难觅

在银行加大实体经济减费让利力度、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多次下降、存款定期化特征明显的背
景下，2023年末，商业银行净息差首次跌破1.7%，

降至1.69%。从A股42家上市银行情况来看，有
41家银行净息差出现收窄，降幅最大的已超40个
基点。

为缓解息差下行压力，在2023年业绩发布会
上，包括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
行在内的高管均透露，下一步将通过压降高成本
存款、提高活期存款等低成本存款占比，加强净
息差管控。

从近期来看，多家银行对长期限、高利率存
款产品进行调整，部分银行下架或收紧了长期限
大额存单产品，下调协定存款利率，同时“手工补
息”等高息揽储的手段也被监管明令禁止。

日前，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下发《关于禁
止通过手工补息高息揽储维护存款市场竞争秩
序的倡议》，要求银行应严格规范自上而下的存
款利率授权管理，确保利率定价、利息支付、核算
统计等工作合规有序，将手工补息纳入监测管理
范围，完善系统建设，确保补息可追溯至相应单
笔业务。严禁通过事前承诺、到期手工补息等方
式，变相突破存款利率授权要求或自律上限。

“存款定期化导致银行负债成本居高不下，
未来银行下调存款利率、压降高成本存款量价水
平是趋势，随着各种揽储‘利器’的退出，银行不
可避免面临一定揽储压力。”刘银平认为，但从长
远健康发展来看，银行需要向客户提供更优质的
服务，进行差异化的经营，在管控高成本存款量
价的同时，提升低成本结算资金占比。

随着智能存款产品陆续下架，后续银行该
如何留客？刘银平表示，存款产品创新较难，创
新有可能会产生高息揽储、违规揽储的问题，银
行可以丰富其他金融产品的供应，包括保险、理
财、基金等，来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资金保值
增值需求。相较智能存款类产品，银行现金类
理财产品的流动性更佳、收益率更高，且稳定性
也比较高。

据《北京商报》作者：李海颜

随着智能通知存款产品整改下
架过渡期结束，在原有产品加速

“退场”之际，亦有银行推出升级产
品留客。

5月15日，记者获悉，招商银行、
中信银行近日推出智能通知存款升
级功能或产品，均按照3个月定期存
款计息，年利率为1.65%。在分析人
士看来，部分银行推出智能通知存款
升级产品或功能是为了满足储户的
存款需求，提升客户存款体验及满意
度，从而达到留客的目的。

债券ETF数量规模双增
总规模有望突破千亿元

5月14日，平安基金旗下平安中债中高等级
公司债利差因子ETF（以下简称“公司债ETF”）规
模突破百亿元，达到100.17亿元，成为全市场规模
第三大的债券ETF。同时，今年以来债券ETF市
场延续升温势头，产品数量、规模齐扩容，且几乎
所有产品均实现浮盈。

具体来看，公司债 ETF是国内首只 Smart
Beta（以确定的规则对成分股进行筛选或对成分
股权重进行优化配置）债券ETF、首只中高等级信
用债ETF。该产品优选上交所上市主体/债项双
AAA，隐含AA以上的公司债，定位为信用债宽基
和国央企公司债，聚力打造上交所“债蓝筹”核心
工具。

债券ETF数量和规模齐扩容

今年以来，公司债ETF规模增长约40亿元，
近一个月规模增长超20亿元。平安基金公司债
ETF基金经理王仁增对记者表示：“在当前货币政
策维持稳健宽松态势，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
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高等级信用债信用资质优秀、
盈利稳健，违约风险较低，尤其在当前低利率环境
中有望持续吸引投资者，这为信用债ETF的发展
提供了广阔空间。”

另据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5月15日，全
市场债券ETF共计20只。规模合计达992.41亿
元，比2023年底增长190.89亿元，增速为23.82%。
而20只债券ETF中，有1只为今年新成立产品。

按基金追踪的指数类别，债券ETF可分为利
率债型、信用债型及可转债型。其中，利率债ETF
产品数量为15只，信用债ETF目前产品数量为3
只，可转债产品数量为2只。

王仁增表示：“2024年，债券ETF延续了去年
的高速增长势头，市场总规模有望突破千亿元。”

未来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但相对于国内
债券市场的规模，债券ETF目前尚处于起步阶
段。鹏扬基金数量投资部总经理施红俊表示：“国
内整个ETF市场还在蓬勃发展，低风险偏好投资
者的理财需求不断提升，可见我国债券ETF市场
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进一步大力发展债券ETF还需解决哪些难
题？博时基金固定收益投资二部基金经理吕瑞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一是希望加大跨市场债
券ETF产品的发行和推广；二是由于目前债券
ETF的参与者仍以保险、银行、券商等机构客户为
主，个人投资者对债券ETF的了解和认可度仍较
低，希望在制度设计上提高个人投资者投资债券
ETF的便利程度。”

据《证券日报》作者：昌校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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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通知存款“退场”银行推升级版留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