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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上市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
财的热情有所下降。

记者梳理统计 2024 年 A 股上市公司已
公告的理财产品数据后发现，去年上市公司
认购产品规模减少约530亿元。

同时，上市公司对不同类别的理财产品
偏好也出现变化。在国有大行一年定期存款
利率低至1.1%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减少了对
存款类产品的配置，转向了收益率相对较高、
流动性更好的低风险产品，例如银行理财和
国债逆回购；基金、信托等产品对上市公司的
吸引力则有所下降。

认购理财规模缩水认购理财规模缩水

记者据Wind数据统计，2024年已披露购
买理财动作和规模的上市公司共有1146家，
合计认购各类理财产品约9156.22亿元（因公
告存在滞后性，以截至年末披露的规模为准，
下同），下降了527.47亿元，降幅达5.45%。从
趋势看，已披露的认购理财规模自2022年以
来连续两年下降，创下近5年来新低。

2023年的数据则显示，沪深两市使用自
有或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上市公司共有
1147 家，披露认购的理财产品数量达 14633
只。相比之下，2024年尽管购买理财产品的
公司数量基本持平，但购买理财产品数量达
到15220只，增长了4%。

有券商投顾人士对记者表示，2024 年，
在上市公司经营挑战增大、再融资难度提升
的背景下，利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动力有所减弱。从认购理财产品的
资金来源看，此前主要来自IPO（首发）、再融
资，以及生产经营中的闲置资金。随着经营
挑战不断增大，上市公司更加重视资金的安
全性和流动性。

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角度看，购买理财
总规模减少的背后，是一些上市公司营收利
润承压，闲置资金有所减少。据Wind数据，
截至2025年1月11日，已有5387家A股上市
公司披露2024年三季报，营收和净利润分别
同比下降0.84%和0.61%。

存款类产品吸引力下降存款类产品吸引力下降

分析 2024 年 A 股上市公司利用闲置资
金理财的具体产品类型可以看出，绝大多数
的上市公司仍将存款类产品作为自己资金配
置的首选。而配置的存款类产品主要包括存
款、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和通知存款。然而
数据显示，尽管从总量和结构上仍占绝对多
数，但上市公司认购存款类产品的规模和占
比均有所下降。

据记者统计，2024年上市公司闲置资金
认购存款类产品的规模为 7256.61 亿元，较
2023年减少约627亿元，下降了7.95%。从结
构上看，存款类产品占总理财规模的比例为
79.3%，较2023年下降2.1个百分点。但在具
体类别上，认购定期存款仍较此前有所增加。

业内研究人士表示，银行存款利率下降
和监管部门对银行“高息揽储”和“手工补息”
行为的干预，也令存款类产品对上市公司的
吸引力有所下降。

近两年来，全国性大中型商业银行陆续
发布公告，多次宣布下调存款利率，下调包括
定期、活期、通知类存款在内的多品类存款利
率。2024年4月，在监管部门倡导下，银行面
向优质客户“手工补息”的行为被叫停，对公
存款的收益率受到显著压降。

更加兼顾收益率和流动性更加兼顾收益率和流动性

除了存款类产品，低风险、流动性较好的
稳健型理财产品仍是上市公司偏好的产品类
型。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2024年上市公司
更多配置银行理财、国债逆回购产品，较
2023年有所增长。

据已披露的数据，2024年上市公司合计
购买银行理财达 877.93 亿元，同比增加约
143.69亿元，增长19.6%。从银行理财在理财
总规模占比来看，上市公司配置银行理财比
例也从2023年的7.58%增至9.59%，提升2个
百分点。这也反映了上市公司对银行理财偏
好增强，较此前更具积极性。

实际上，作为主要配置债券等固定收益
资产的银行理财产品，其投资风险明显小于
基金、信托等含权益类资产的产品，且流动性
也具有相对优势。2024年，债市持续走强带
动各类固收产品收益率不断提升。根据普益
标准数据，2024年四季度末存续开放式固收

产 品 近 一 个 月 年 化 收 益 率 平 均 水 平 为
3.38%，环比上涨1.03个百分点。此外，从流
动性角度看，银行理财开放式产品具有申赎
灵活的特点，而占比较高的现金管理类产品
的申赎灵活性更强；封闭式银行理财产品中
1年期以内的产品占比较高，多为6个月以内
或3个月以内封闭期。

除了银行理财，相比此前，更多上市公司

选择投资国债逆回购以兼顾收益率、安全性
和流动性。据记者统计，2024年逆回购产品
的认购规模达136.93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增
长一倍多，增幅达117.68%。

谨防理财谨防理财““踩雷踩雷””拖累业绩拖累业绩

事实上，在当前环境下更多上市公司仍
将稳健型理财产品作为配置的主流，除了存

款、银行理财和逆回购，券商理财作为稳健型
产品也是上市公司资产配置的一项重要选
择。

2024年，尽管认购券商理财规模较此前
有所下降，但上市公司仍保持了将近582 亿
元的配置规模，占比约6.4%。而该类产品也
具有兼顾收益率和流动性的特点，而且还可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在追求稳健的同时，一些上市公司也
希望通过设立专户基金、认购信托的方式，
将闲置资金的收益率提升。不过，在 2024
年资本市场波动加大，部分信托公司产品

“爆雷”的背景下，上市公司认购基金和信
托的规模有所减少。据证券时报记者统
计，2024 年披露认购的专户基金产品规模
仅为 18.78 亿元，较 2023 年末下降约 20.8%；
认购信托产品的规模为 168.93 亿元，同比
下降 17.4%。

记者注意到，2024年已有多家上市公司
公告，投资理财产品亏损导致资金损失，更有
上市公司宣告“踩雷”，部分信托理财产品到
期后未能全部兑付，拖累公司的整体经营利
润。也有公司公告部分产品存在本息不能全
部兑付的风险，引来交易所、监管部门下发监
管工作函。

前述受访券商投顾人士表示，前些年上
市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往往和房地产关联度
较高，也更倾向于信托、高收益债券等。而伴
随着房地产行业等领域的风险暴露，近年一
些理财产品出现的“爆雷”问题提升了上市公
司安全意识。总体来看，未来上市公司理财
仍会根据宏观经济情况和公司自身需求相结
合，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追求资产收益率的
提升。 本报综合消息

春节临近，消费贷市场又开始火爆起
来，各大商业银行轮番开启消费贷“花式”营
销。记者调查了解到，近期，多家银行正以
限时免息、利率折扣、优惠利率券等方式，将
消费贷利率降至“2字头”，甚至有银行推出
利率“团购价”。

受访专家表示，消费贷利率调降背后受
多重因素推动，包括消费贷市场竞争加剧背
景下银行以低利率争夺市场份额，促消费政
策导向下银行降低利率刺激客户消费需求，
以及银行零售业务结构调整需求等。消费
贷利率并非越低越好，银行之间竞争需要避
免价格战。伴随消费贷市场的拓展，银行在
产品设计和营销推广等方面需注意合规与
监管要求。

消费贷营销花样翻新消费贷营销花样翻新

近期，招商银行、北京银行、杭州银行等
多家银行正掀起新一轮消费贷营销热。多
家银行为吸引客户贷款，消费贷产品花样翻
新，甚至有银行推出消费贷利率“团购价”。

根据某农商行客户经理向记者提供的
某款消费贷产品营销信息显示，新客户成为

“团长”可享受最低2.68%的优惠利率，最长
借款期限为24期。

该行客户经理向记者介绍该款产品“团
购”机制时表示：“新客户可以使用该消费贷
产品申请贷款额度，审批下来后会有一个基
础利率。如果想获得优惠利率，新客户可以

在线上生成一个产品二维码当‘团长’并邀
请其他新客户参团。其他新客户申请贷款
额度审批通过后，系统会向团长发放利率优
惠券，其他新客户无需使用获批贷款额度，
团长便可享受利率优惠。”

目前，多家银行的消费贷产品最常见的
营销方式包括给予客户直接的利率折扣、提
供一定的免息期、发放利率优惠券等，不过
诸多优惠面向的是新资金客户。

例如，近日招商银行加大对旗下信用贷
款产品“闪电贷”的推广力度，通过推出年化
利率优惠、定时抢2.68%利率券、发放利息折
扣券等方式，吸引客户建额和提款。记者注
意到，去年以来至今，招商银行发放的“闪电
贷”利率券，利率已从“3字头”降到“2字头”。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轮消费贷营销热
中，国有大行的积极性颇高，有的国有大行
消费贷利率也有所下调。另外，除了利率，
贷款额度、期限、还款方式等也是各家银行
营销的侧重点。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丹表示：
“随着消费贷市场的扩展，监管部门对消费
贷的合规性要求也越来越严格。银行需确
保业务符合相关要求，避免因违规操作而受
到处罚。”

消费贷仍有市场空间消费贷仍有市场空间

叶银丹认为，除了注意合规与监管要
求，银行发力消费贷业务时还需要注意以下

问题。一是加强风险控制和贷后管理；二是
采取合理定价策略，确保盈利可持续性。银
行应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合理定价，避
免过度依赖低利率竞争；三是需要注意对合
作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根据合作内容、风
险程度对合作机构进行分类管理，确保合作
机构与合作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四是精准定位客户群体，对消费贷产品进行
多元化创新。银行应根据不同消费者群体
的需求，推出精准的消费贷产品。另外还应
确保客户的个人信息和交易数据安全，避免
数据泄露和滥用。

在持续提振消费的政策引导下，银行陆
续对消费贷利率进行调整。如重庆银行管
理层此前在接受机构调研时表示，该行自营
消费贷款产品“捷 e 贷”整体发展较为迅
速。从客群来看，“捷e贷”主要以该行代发
客户、企事业单位员工和信用资质较好的客
户为主；从余额来看，截至 2024 年三季度
末，“捷e贷”余额较上年末增长超70%。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预计 2025 年银行
仍然会继续发力消费贷。之所以会有这样
的判断，叶银丹表示，一是政策环境的支持；
二是消费市场潜力大。特别是在消费品“以
旧换新”、服务类消费以及“首发经济”“冰雪
经济”等新消费场景，市场需求有望实现更
大突破，银行发力消费贷可以满足消费者在
这些领域的信贷需求，促进消费市场的繁
荣；三是银行自身的战略需求。低利率环境
下，银行面临传统存贷款业务收入增长乏力
的压力，消费贷成为重要的盈利增长点。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鹏飞表
示：“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扩大消
费，银行发力消费贷不仅是业务发展的需
要，也是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因此，
2025 年消费贷仍然是银行重点发力的业
务。但在此过程中，银行需要做好客户的
准入工作，满足客户合理的消费信贷需求，
同时要维护好良好的市场秩序，做好风险
管理。”

叶银丹预计，2025年，银行还将推出更
多场景化的贷款产品。银行将通过与电商
平台、零售商、旅游公司等合作，推出更多与
消费者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场景贷款”产
品。例如，旅游消费贷、教育培训贷等，通过
场景化贷款，银行可以增加客户黏性，提升
消费贷整体渗透率。 本报综合消息

上市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热度降了

银行消费贷营销热银行消费贷营销热 利率降至利率降至““22””字头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