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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记者注意到，从5月15日开始，
银行协定存款及通知存款自律上限已
经下调，四大行（工行、农行、中行、建
行）执行基准利率加不超过10个基
点，其他金融机构执行基准利率加不
超过20个基点，而此前这两类存款利
率加点上限为基准利率加65个基点。

此外，目前银行端的智能通知存
款产品普遍已下架。其中，四大行的

智能通知存款均已调整，改为传统的
通知存款模式。“智能通知存款”是银
行根据客户的资金需求和风险偏好
推出的一种存款产品，可以像活期存
款一样灵活支取，不支取的部分可以
按事先约定的期限要求自动转存为
通知存款。

以工行为例，在该行 App，存
款专区的“智能通知存款”板块已经

下线，同时在定期存款板块上线了
“通知存款”栏目。记者在栏目列表
看到，目前该行1天期、7天期通知存
款年化最高利率分别为 1.45%、
0.90%，较央行基准利率均加大 0.1
个百分点。在调整前，该行上述两个
期 限 存 款 年 化 最 高 利 率 分 别 为
1.75%、1.20%，相当于此次上限下调
了0.3个百分点。

存款利率下行“智能通知存款”下架
业内人士称，银行理财等低风险资管产品或迎来增量资金

最近，国有
银 行 通 知
存 款 的 年

化最高利率集体进
行了下调。各家银行
银行端的智能通知
存款产品也已普遍
下架。对投资者来
说，在存款利率下降
的背景下，有什么该
注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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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金融活水 灌溉种业良田
我市多部门首次联合出台10条意见支持种业振兴发展

“厦门种子”品牌
影响力不断增强
种业被比作农业的“芯片”，

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基础产
业。金融支持种业振兴发展，正是
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记者
了解到，我市种业发展已具备一
定规模和实力，“厦门种子”品牌
影响力不断增强。

据统计，截至2022年末，全
市有种子种苗企业131家；我市
农作物种子种苗企业销售额占
全省 45%，处于全省领先地位；
我市率先在全国开创蔬菜育苗
集约化生产、订单销售的种苗
产业化发展模式，每年生产高
产、优质、抗病抗逆性强的蔬菜
苗2.5亿多株，已发展成为我国
长江以南地区最大的蔬菜工厂
化育苗基地；花椰菜种子占国
内市场份额约60%，草花种业年
生产量约占国内市场15%，虾苗
年生产量占国内市场15%以上。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结构性存款、大额
存单、低风险银行理财是近期较为受青睐的
产品。昨日下午，在中行一家支行网点，市民
曾女士交代理财经理，如果大额存单有额度
了，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她。她说，自己上周
和这周两次想买大额存单，都没买成。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认为，存款
利率下调将对储户的吸引力减弱，“存款搬
家”的现象或将强化，个人有可能将存款资
金转移到消费投资等活动。考虑到储户对于
原属于存款的资金安全要求往往更高，因此
银行理财等低风险资管产品或将迎来增量
资金。

对投资者来说，存款利率下降意味着利
息收入减少，财富保值增值的难度也将进一
步加大。在存款利率下调的背景下，投资者
该注意些什么呢？普益标准研究员郑哲涵
说，面对短期波动，投资者首先要主动了解
各类型产品的基本风险收益特征，减少非理
性的收益预期。同时，应重新审视自己的风
险偏好、明确投资需求，规避盲目跟风情况
的发生，并在投资需求与风险偏好出现偏离
时迅速调整投资方案。此外，要树立理性投
资、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尊重市场规
律，避免追涨杀跌。

四大行智能通知存款已调整 改为传统通知存款模式

结构性存款和大额存单
成为近期受青睐的产品

用好支农支

小 再 贷 款 政

策、加大种业经

营主体信贷支持

力度、创新融资担

保产品和方式、对

种业企业提供利率

优惠等减费让利措

施……近日，人民银

行厦门市中心支行联

合厦门市农业局、厦

门市财政局、厦门市金

融监管局等部门出台

10条工作意见，这也是

我市首次统筹金融资

源支持我市种业振兴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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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低风险银行理财是近期较为受青睐的产品。

在积极拓宽、降低种业企业融
资成本的问题上，多部门提出，用好
用足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普惠
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等政策工具，加
大对种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同时，加
大种业市场主体信贷支持力度，要
求金融机构将种业企业、科研机构
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等主体
纳入优先支持对象，提高信贷投放
额度和比重。对符合条件的种业经
营主体实施利率优惠、减免手续费
等减费让利措施。

针对种业市场主体融资需求和

特点，多部门指出，
金融机构积极丰
富贷款产品体系，
开发随贷随用、随
借随还产品和线上信
贷产品；探索专利权、品种权等知识
产权质押模式为基础的信贷评价体
系，延长贷款期限和实行优惠的贷
款利率；探索种业信贷模式创新，扩
大应收账款融资，发展供应链金融
产品和服务。鼓励保险公司创新为
种业企业发展提供更为全面
的风险保障。

在推动深化银行机构与保险机
构、担保机构之间的合作，创新金
融服务种业发展新模式的同时，多
部门还鼓励发挥债券市场融资支
持作用，拓宽对种业等“三农”领
域可贷资金的来源。另外，用好
增信基金、农业信贷担保业务
奖补机制，加大对种业振兴等
乡村振兴领域的贴息和担保
增信等配套政策支持。

为提高金融服务种业
相关主体水平和效率，多部

门建议，金融机构要依
托厦门“金融支农联盟”
平台共享种业经营主体需
求信息、金融产品等数据，
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金融机构做好支持种业相
关数据的统计监测，提
高种业经营
主体的风
险防控能
力也不容
忽视。

降低种业企业融资成本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发挥债券市场融资作用 拓宽可贷资金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