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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

六大国有银行喊停“靠档计息”
明年元旦起,提前支取调整为活期计息
记者 周雁

12 月 14 日，工
农中建交邮储六大国
有银行同步发布公
告宣布，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对
于“提前支取、靠
档计息”的存款产
品，调整提前支取
时适用的计息规
则，计息方式由
“靠档计息”调整
为“按照活期存款
挂牌利率计息”。

核心提示

“靠档计息”利率较高
与传统的银行定期存款相比，靠档计息的存款

比较灵活，属于一种创新存款产品。最先推出靠档
计息存款的是一家国有大行，接着其他银行也推出
了类似的靠档计息产品。2018年前后，民营银行
大量推出这类存款，靠档计息的创新存款一度成为
存款市场的宠儿。

“靠档计息”是如何计算利息的呢？宁波某城商
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靠档计息”存款产品全称是

“定期存款提前支取靠档计息产品”，收益会根据存款
时间分段计算利率。客户与银行签约，协定存款金额
并允许提前支取，存款利息按照与实际存款天数最接
近的存期利率向下靠档计息。

“这类存款既可享受活期产品的流动性，又能
享受定期产品的高收益，因而备受储户青睐。”上
述人士举例说，假设客户存的是三年期定期存款，
但仅存了一年就要提前支取，如果是一般定期存
款，只能享受活期利率，而“靠档计息”可以按一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结算。

A

市场已难觅相关产品
靠档计息产品一度是中小银行的揽储利器，但在

业内一直饱受争议，因其违反了《储蓄管理条例》中
的有关规定。

去年底，监管层通过窗口指导方式，要求银行在全
国范围内立即停止办理关于定期存款提前支取靠档计息
的相关业务，并逐步压缩该类业务存量。

今年3月，央行正式下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
存款利率管理的通知》，要求整改此类不规范“创新”
产品。这份通知被业内称为“存款新规”，目标直指部
分银行高息揽储行为。

“我们银行年初时就已经全部下架‘靠档计息’存
款产品，目前宁波市场上这类产品也不多见。”一家本
地银行支行行长向记者透露。

记者采访多家商业银行发现，各银行均已下架此类
产品。在此次六大行集体喊停“靠档计息”前，广发银
行9月11日宣布终止“定活智能通”及“智能分段计
息”业务。事实上，去年年底，在互联网平台上，一些
民营银行已明确规定“不再支持靠档计息”。

在监管多次指导下，靠档计息类存量产品的处置也
正在推进中。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8月末，不规范的
活期存款创新产品较基准日（自律约定生效日，2019年
5月17日）压降75%，定期存款提前支取靠档计息产品
较基准日（自律约定生效日，2019年12月17日）压降
38%，均已超过压降计划，压降效果显著。

在业内人士看来，“靠档计息”产品的存在，拉高
了银行吸储成本，加大了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难度。

本次六大行叫停“靠档计息”存款产品，也将进一
步压降此类产品潜藏的流动性风险，有利于金融市场稳
健运行，同时也将降低银行揽储成本，从而有助于降低
贷款利率，以及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零售金融专家苏筱芮表示，随着智能存款、“靠档
计息类”等创新存款产品被逐步规范，过往中小银行通
过“高息”来吸引客户的途径被阻断，中小银行亟需通
过其他方式来应对大行竞争与缓解揽储压力。

在靠档计息类产品下架以后，有不少中小银行用“按
月付息”“分期付息”类产品替代靠档计息产品，还有部分
银行推出可转让大额存单，以满足客户对流动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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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国有银行“靠档计息”产品

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邮储银行

涉及产品

个人大额存单、节节高、拥军
宝、定存产品等

个人大额存单、定利盈、整存
整取定期存款等

个人大额存单、人民币定利
多、中银步步高（定期）等

个人大额存单、惠存通（含个
人人民币特色储蓄）等

个人大额存单、超享存、智慧
定期等

邮利丰等

调整规则

如果储户在产品到期
前有用款需求，在2020年
12月 31日及之前提前支
取，仍按照原产品“靠档计
息”规则计息；在2021年1
月1日及之后提前支取，提
前支取部分将按照活期存
款挂牌利率计息，不再靠
档计息。

明年1月 1日调整计
息规则。

操作建议

方案一
在最终期限前，提前支取

通过对这六大行的公告研究不难发现，
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如果储户预
计未来不久将使用到这笔资金，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截止时间之前提前支取。这意味着之
前利息不受任何损失，而储户可以重新选择
其他短期理财产品，减少损失。

方案二
保持不动，直到合同期限

"靠档计息"本质上就是一种定期存款或者
大额存单，只是银行为了吸引更多储户参
与，而多给了储户"应急"后的保障。如果储户
并不着急用钱，那么，这笔存款按照原有合
同规定，在期满之后才取出来，依旧能够拿
到原有收益，而不受任何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