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李若菡

近日，农银理财、中邮理财等多家银行理财

子公司密集下调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 据《国际

金融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下调幅度最大可

至 105 个基点。

业绩比较基准是理财公司基于产品性质、投

资策略、 过往经验等因素对产品设定的投资目

标，并不能代表产品的实际收益。 专家建议，投资

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不应过度关注业绩比较基

准，应该参考产品过往的实际业绩表现和投资策

略，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收益预期进行理性

选择。

业绩比较基准纷纷下调

近日，农银理财、中邮理财、华夏理财、信银

理财等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密集发布公告，对旗

下多款理财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进行下调。

12 月 13 日， 信银理财对旗下多款产品业绩

比较基准作出调整，其中一款产品下调幅度高达

105 个基点。 公告显示，“信银理财多彩象多资产

稳健两年定开 3 号理财产品”A 类份额的业绩比

较基准， 将由此前的 4.70%-5.70%下调至 3.65%

-4.65%。 该理财产品为固定收益类产品，主要投

向债券、非标等债权类资产，同时以不高于 20%
的权益等其他类资产投资进行增厚，通过宏观大

类资产配置提升组合收益风险比。 公告同时称，

这是“根据当前宏观经济、市场利率水平、权益市

场估值水平等因素测算， 扣除相关税费成本后，

综合得出产品的业绩基准”。

同日，农银理财也连发五条公告称，今年以

来，主要商业银行多次下调存款利率，基于当前

市场情况变化，对旗下“农银匠心·天天利”“农银

安心·天天利” 等五款同业存单及人民币理财产

品的业绩比较基准进行调整，均在原比较基准的

基础上向下给出 40 个基点的浮动范围。 例如，其

中一则公告显示，将自 2023 年 12 月 18 日起（含

当日），将 “农银安心·天天利 ”人民币理财产品

（对公专属 ） 的业绩比较基准由 2.60%调整为

2.20%-2.60%。

此外，中邮理财也在早前发布公告表示，“因

投资市场环境变化”，自 2023 年 12 月 22 日起将

“邮银财富·鸿锦一年定开 24 号 （代发工资客户

优享）人民币理财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由 3.8%
至 4.2%（年化）调整为 3.1%至 3.5%（年化），下调

幅度为 70 个基点。

“银行下调业绩比较基准，一方面是产品净

值化转型后受市场波动的影响， 收益率有所下

降，如果不及时调整，比较基准和实际收益偏差

太大，可能对投资者产生误导。 另一方面，银行理

财主要投向债券资产，债券行情对产品业绩影响

较大，面对债券收益率下行的市场环境，银行主

动调低业绩预期也是大势所趋。 ”排排网财富管

理合伙人姚旭升在采访中对记者表示。

巨泽投资董事长马澄认为，业绩比较基准下

调，表明在当前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国内存款利

率水平不断下调的大环境下，银行有对自身成本

控制的需要。 另外，投资收益也有下滑趋势。 同

时，就中长期来看，我国利率水平会继续走低。

比较基准≠实际收益率

记者查阅各家银行理财机构发布的通知发

现，在公布的具体下调数值后面均附有这样一段

说明：“业绩比较基准是基于产品性质、 投资策

略、 过往经验等因素对产品设定的投资目标，不

是预期收益率，不代表产品的未来表现和实际收

益，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投资须谨慎。 ”也

有机构提醒投资者，业绩比较基准不代表理财产

品未来表现，不等于实际收益，投资须谨慎。 理财

产品实际收益率将可能低于业绩比较基准，甚至

无法取得任何收益。

“根据行业数据统计，从 2021 年起银行理财

的业绩比较基准就呈现持续下调的趋势，产品的

实际收益也在下降。 资管新规落地执行之后，银

行理财打破刚性兑付全面净值化，业绩比较基准

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代表产品的实际收益。 ”姚旭

升表示。

对于理财投资者，应当如何看待产品业绩比

较基准下调的情况？

姚旭升告诉记者，净值化产品下调业绩比较

基准并不会影响投资者的实际收益，反而能够避

免业绩比较基准虚高对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

产生误导，保护投资者利益。 “投资者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不应过度关注业绩比较基准，应该参考

产品过往的实际业绩表现和投资策略，结合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和收益预期进行理性选择。 ”姚旭

升进一步建议道。

“业绩比较基准下调并不一定意味着产品的

实际收益一定会下降，它只是表示该产品的业绩

表现与之前设定的目标相比，收益的预期有所降

低，相比之下投资者应该关注产品的实际收益情

况，而不要太关注所谓的业绩比较基准。 ”安爵资

产董事长刘岩分析道，“产品的实际收益受到多

种因素影响，包括市场环境、产品风险、投资策略

等，所以投资者应该多做功课，尽可能全面了解

产品的特点和风险，并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风

险承受能力来做出决策。 ”

国信证券在 12 月 7 日发布的 《银行理财

2023 年 12 月月报》中指出，11 月份银行理财存

量规模保持恢复态势， 月底存量规模 26.8 万亿

元，环比上月增加 0.3 万亿元。从机构格局看，全

年大行理财规模整体缩水， 股份行和部分优质

城商行理财规模较年初有 10%以上增长， 但尚

未回到 2022 年高点水平。 预计今年年底银行理

财规模难超过行业 2022 年底水平。 研报同时指

出，11 月新发产品业绩比较基准持续降低，平均

为 3.43%。

理财产品如何选择

“短期来看，银行理财产品依然是可以投资

的，毕竟目前市场整体投资意愿不强，PPI（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 PMI（采购经理指数）的

走低表明当前经济还没有恢复到正常轨道上来，

暂时购买银行理财是不错的投资选项。 建议投资

者购买一些安全性高、风险小的保守类理财产品

为宜。 ”马澄分析指出。

在刘岩看来， 银行理财产品仍然是非常值

得考虑的投资选择 。 “银行理财中以债券类为

代表的固收类产品是一个非常稳健的投资渠

道。 一般来说，债券的风险相对较低，收益也相

对稳定 。 对于一些追求安全的投资者来说 ，选

择一些投资信誉良好的公司或政府发行债券

的银行理财产品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 ”刘

岩分析道。

“另外在稳健的基础上 ，投资者也可以考

虑一些偏进取型风格 ， 比如除了债券以外 ，也

投资一些如股票 、 基金等项目的银行理财产

品。 适当投资一定的权益类产品可以增加收益

的弹性 ，提供更高的潜在收益空间 ，当然同时

也伴随着更高的风险 。 ”刘岩进一步建议 ，“投

资者需要谨慎评估自己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

受能力 ，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

充分了解各类产品的特点和风险 ，将资金分散

投资从而降低风险 ，在考虑高收益产品时也一

定要注意其可能带来的高风险 ，并注意保持长

期投资观念 ，避免太在意短期市场波动带来的

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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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 摄

◎ 记者 李若菡

今年以来，银行业强监管态势不减。

《国际金融报》记者根据同花顺 iFinD 的数据

和监管部门披露的最新罚单统计， 截至 12 月 13
日发稿前，今年以来（以罚单披露日期计算）至少

有 1764 家银行业机构（包括各分支机构在内）收

到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央行和原银保监会

开出的罚单，共计 2055 张，罚没总金额逾 23 亿

元人民币， 至少 28 人被禁止终身从事银行业工

作。

处罚事由方面 ， 信贷业务和内控问题仍

是银行 “踩雷 ”的重灾区 。 专家建议 ，银行应当

围绕监管罚单所暴露的内部治理等问题 ，完

善和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 压实业务环节主体

责任 ，建立合理的考评机制 ，加强员工的业务

培训 。

股份行罚金高 农商行罚单多

今年 12 月的第一天， 十多张大额银行罚单

从天而降， 其中包括今年以来金额最大的罚单，

单张罚没金额高达 2.2 亿元，令人咋舌。

事实上，监管部门对银行业违法违规行为延

续强监管态势，大额罚单在今年频频出现。 据《国

际金融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 12 月 13 日，银

行业已收到 2 张亿元级罚单，19 张千万元级罚单

和 279 张百万元级罚单，受罚的主体含括政策性

银行、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

多类机构。

从被处罚的银行类型来看， 在统计的 2055
张罚单中，六家国有银行的罚单共 557 张，罚没

金额合计约 6.76 亿元。 股份制银行的罚单较少，

但罚没金额最高，12 家股份行共收到 294 张罚

单，合计约罚没 6.94 亿元。农商行由于数量多、分

布广，收到的罚单数量也是最多的，约占总数的

四成，共计 821 张罚单，罚没金额合计约 5.32 亿

元。 城商行共收到罚单 332 张，罚金总额约 3.58
亿元。

从金额来看，目前单张金额最高的罚单由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开出。 12 月 1 日，中信银行

因信贷业务违规、 绩效考核不符合规定等 56 项

违规行为，总行和分支机构合计被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罚款 22475.18 万元。另一张亿元级罚单则由

原银保监会开给了建设银行，今年 2 月 17 日，因

其信贷业务违规等 38 项行为， 建设银行被合计

罚没 19891.56 万元。

此外，在开出机构罚单的同时，监管机构对

于自然人的追责并未放松。 据统计，在 2055 张罚

单中，至少有 28 人被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

以原银保监会 3 月 29 日披露的对工商银行荆州

分行的处罚公告为例， 因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

则，4 名责任人被终身禁业，6 人收到警告处分。 8
月 15 日， 山西阳城农商行也因信贷业务违规等

问题，总行与河北支行合计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 130 万元罚款，同时一名责任人被终身禁

业，17 人获警告处分。

“从严监管就是要对少数机构违法违规行为

形成有力震慑，推动机构依法规范展业，促进金

融业高质量发展。 ”分析人士对记者指出，“不少

银行领了罚单，大额罚单增多等现象，反映了一

些银行机构在完善内部治理、提升经营与风控能

力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也反映了国内严监管的基

调，释放了国内加大力度推进银行等金融机构规

范发展的决心。 ”

信贷与内控仍是重灾区

信贷业务作为银行的核心业务，一直以来都

是监管的重点和银行“踩雷”的重灾区，今年也不

例外。 在目前统计的 2055 张罚单中，涉贷罚单就

已过半数， 共有 1135 张。 从具体的处罚事由来

看，基本包括了贷款流程的各个阶段，例如“贷款

‘三查’ 不尽职”“违规发放贷款”“贷后管理不到

位”等。

在涉及贷款业务的罚单中，记者筛选出与涉

房性贷款相关的罚单共 209 条， 处罚原因包括

“流动资金贷款被挪用于房地产行业”“并购贷款

未严格落实房住不炒的监管要求”“违规向建筑

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等。

此外，银行内控问题带来的罚单数量也不容

忽视。 记者梳理发现，涉及内控不健全的银行罚

单约有 857 张，具体事由包括董事、高管取得任

职资格核准前实际履职、违规持股、变相兼职等。

“对于银行来说，一方面要强化监管，提升违规成

本，对相关行为形成有力震慑。 ”前述分析人士在

采访中表示，“另一方面，也需要银行加快完善分

支银行的内部治理， 建立合理绩效考核机制，加

强培训，将依法合规经营融入业务，激励分支银

行真正研究区域市场需求，创新产品，提升经营

能力。 ”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监管对银行数据安全与

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 今年也有银行因踩 EAST
（监管标准化数据）监管红线而被重罚。 11 月，金

融监管部门发布的三张罚单显示， 上海银行、兰

州银行和新疆银行因涉及 EAST 数据质量和报

送问题，分别被处以 690 万元、390 万元和 130 万

元罚款。 此前，中国进出口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

分行也曾因相关问题收到罚款。 “这是银行业务

逐渐合规的过程。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

理学院副教授胥莉指出，“小银行在数据治理上

很难，应该谋求共享合作的模式，开放银行是一

种选择。 ”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芮在采

访中分析称， 银行踩雷 EAST 反映银行的内控

水平有待提升 ，在数据治理能力方面的欠缺亟

待弥补 。 “在数字经济时代不断深化的大背景

下，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持续提升。 因此，银行一

方面需要招募数据相关的人才 ，将具体的数据

治理责任落实到人 ，另一方面 ，也需要不断汲

取行业内的罚单教训 ，持续提炼罚单中涉及的

高频问题，对症下药进行根治。 ”苏筱芮进一步

建议。

对于银行来说，
一方面要强化监管，
提升违规成本， 对相
关行为形成有力震
慑。另一方面，也需要
加快完善分支银行的
内部治理， 建立合理
绩效考核机制， 加强
培训， 将依法合规经
营融入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