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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储 　 　 蓄

第一部分 　持有现金是不是越多越好

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理财行列 ，当越来越多的理财

产品受到关注 ，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话题被理财专家们提

起 ：在忙于理财之前 ，您是否盘算好了自己的家庭储备金 ？

１畅您手中为什么总要持有一定量的现金 ？

一般来说 ，个人或家庭之所以持有一定量的现金是出于

以下几个动机 ：

第一 ，交易动机 。俗话说 ，家庭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个人或家庭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 ，这些需求需要通

过现金去交换来满足 。由于收入和支出在时间上常常无法同

步 ，如在农村 ，一般在春季各项支出很大 ，而收入一般在夏

秋两季取得 。因而个人或家庭必须要有足够的现金来维持日

常生活的开支需要 。个人或家庭出于交易动机所拥有的货币

量取决于收入水平 、生活习惯等因素 。通常 ，个人或家庭的

收入水平越高 ，交易数量越大 ，其为保证日常开支所需要的

现金量就越大 。

第二 ，预防动机 。预防动机是指为了预防意外支出而持

有一部分现金的动机 ，如个人为应对可能发生的事故 、疾病

等意外事件或其他突发事件而需要提前预留一定数量的现

金 。如果说现金的交易需求产生是由于收入与支出间缺乏同

步性 ，那么现金的谨慎动机或预防动机则归因于未来收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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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 ，个人或家庭对现金的预防需求

量主要取决于个人或家庭对意外事件的看法 ，而且 ，预防需

求量和收入也有很大的关系 。

第三 ，投机动机 。指人们为了抓住有利的购买有价证券

的机会而持有一部分现金的动机 。我国过去由于只有银行存

款一种储蓄投资方式 ，因而几乎不存在现金的投机性需求 。

近年来 ，股票 、基金 、期货 、债券等各种收益率相差甚大的

证券工具大量涌现 ，人们已开始习惯于持币待购选择 ，以谋

求最大的收益 。

２畅现金的持有量是不是越多越好 ？

作为个人或家庭重要资产的现金 ，它有两个突出的特

点 ：一是现金在所有金融资产中流动性最强 。资产的流动性

是指资产在保持价值不受损失的情况下变现的能力 。流动性

强的资产能够迅速变现而价值不受损失 。在现代社会中 ，现

金作为一种普遍可接受的支付手段 ，个人或家庭随时可以拿

着它去交换所需的东西 ，它是一种流动性最强的资产 。现金

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持有现金的收益率低 。通常来说 ，金融资

产的流动性与收益率呈反方向变化 ，高流动性也意味着收益

率较低 。现金的流动性最强 ，而其收益率也相对较低 。不仅

如此 ，在通常情况下 ，由于通货膨胀现象的存在 ，持有现金

不仅没有收益率 ，反而会贬值 。 ２００７ 年 ，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 ４畅８％ 。 也就是说在 ２００６ 年年末 １００

元可以买到的东西 ，在 ２００７ 年年末必须用 １０４畅８ 元才能够

买到 。可见持有现金往往会出现贬值的情况 。 在这种情况

下 ，人们之所以会持有现金 ，是为了追求现金的流动性 ，但

在客观上 ，却损失了一定的收益 。因此 ，持有的现金量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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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越好 。

３畅应该留多少现金 ？

日常开销的吃穿用行 ，还有不得不预留的孩子教育费 、

老人医疗费等 。一个小家庭 ，每月的现金支出项早已超出了

简单的加减运算 。每一个有存钱 、投资计划的家庭 ，首先应

该想到的是预留储备金额度的问题 。理财专家指出 ，一些需

要为孩子支付教育费 ，为老人预留医疗费的家庭 ，以及为了

应对家庭采购等不可预知的较大款项支出 ，使一些家庭习惯

留足储备金 ，以备不时之需 。 但是家庭储备金并非越多越

好 ，过多的现金不仅影响家庭投资 ，也容易加大日常支出 。

当然 ，不同收入的家庭 ，对家庭储备金有着不同的 “心理底

线” ，从几百元到上万元均有可能 。从实际情况来看 ，一个

家庭一般预留 ３ ～ ６个月的固定支出 ，就足以应付家庭的各

种支出了 。

但无论是多存 ，还是少放 ，在家里留现金总是件不那么

让人放心的事情 ，也被许多新人类称作 “土法” 。其实 ，只

要注意储备金的流动性 ，还有许多好的储存方法 。一些具有

安全性 、可变现性的理财渠道 ，不仅可以让你的储备金随时

“听从调遣” ，还可以在 “闲时” 生钱 。如活期存款 、 “定活

两便” 储蓄 ，以及货币市场的现金增值基金等 ，不仅可以很

快变现 ，而且风险较小 ，让你小有收益 。

第二部分 　认识银行理财产品

一 、银行储蓄存款
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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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存款 。银行储蓄存款是一种传统的理财渠道 ，每个人

在一生当中 ，多少都会有过储蓄的经验 ，有了储蓄 ，除了可

在急需用钱时拿来周转外 ，还能通过投资让钱生钱 ，累积财

富 ，达成结婚 、生子 、买房子 、退休等不同的目标 。那么 ，

将钱存在什么地方最安全 ？目前国内储蓄机构提供的储蓄业

务有哪些 ？这些储蓄业务各有哪些特点 ？适合哪些人群 ？下

面我们将逐一回答 。

（一） 吸收储蓄存款的机构

在我国 ，储蓄机构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才可经营

此项业务 。我们把可以吸收储蓄存款的机构叫作储蓄机构 ，

这些机构在国内包括 ：各商业银行 、信用合作社 、邮政储蓄

机构等 。除以上单位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经办居民储

蓄业务 。

根据币种不同 ，储蓄分为本币 （人民币） 和外币 （美

元 、英镑 、 欧元 、 日元 、 港币 、马克 、 法国法郎 、 瑞士法

郎等） 。

根据存取的手段来看 ，有存折 、存单 、借记卡 、信用

卡 、个人支票等 。

（二） 我国现行储蓄的种类及特点

储蓄根据存期不同 ，分为活期 、定期 。定期又分为整存

整取 、零存整取 、存本取息 、整存零取 、定活两便 、通知存

款等 。这些都属于传统的储蓄业务 。近几年 ，各储蓄机构适

应市场的需要 ，相继推出了一些特色储蓄业务 。 储蓄的特

点 ：风险小 、期限灵活多样 、简单方便 、收益相对较低 。正

是储蓄的这些特点 ，决定了储蓄是最普通和最常用的理财手

段 。下面 ，分别给大家作介绍 。

·４·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１畅一般储蓄业务有哪些 ？

目前国内储蓄机构提供的储蓄业务通常有以下几种 ：

（１） 活期储蓄 。活期储蓄是指无固定存期 ，开户后可以

随时存取 ，存取金额不受限制的一种比较灵活的储蓄方式 。

活期储蓄适用于所有客户 ，只要手中有零钱 ，就可以及时存

入银行 。人民币 １元起存 ，港币 、美元 、日元和欧元等起存

金额为不低于 １美元的等值外币 。储蓄机构发给客户一个存

折或借记卡 ，凭折 （卡） 存取 ，办理手续最为方便 。全部支

取时 ，按销户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储蓄利率计息 。自 ２００５年

９月 ２１日起 ，个人活期存款按季结息 ，按结息日挂牌活期

利率计息 ，每季末月的 ２０日为结息日 。未到结息日清户时 ，

按清户日挂牌公告的活期利率计息到清户前一日止 。

随着银行卡的不断发展 ，人们越来越习惯把钱放到自己

的借记卡中 ，借记卡是指先存钱后消费 （或取现） ，具有存

取款功能 ，但没有透支功能的银行卡 。放到借记卡中的资金

可以享受活期存款利率 。不仅如此 ，各家银行的借记卡通常

还具有证券转账 、证券买卖等众多理财功能 。而且 ，各银行

系统内部还实现了 “一卡通” ，即可以对借记卡里的活期存

款进行同城及异地通存通兑 。

此外 ，大部分银行还开通了活期 “一本通” ，为客户提

供一种综合性 、多币种的活期储蓄 ，既可以存取人民币 ，也

可以存取外币 。活期 “一本通” 账户具有人民币和外币活期

储蓄的全部基本功能 。客户开立活期 “一本通” 账户时 ，必

须预留密码 。活期 “一本通” 可在开户行的同城营业网点存

款 、取款 ，客户还可指定活期 “一本通” 作为水电费 、通讯

费等日常费用的缴费账户 ，省时省心 ，还可开通电话银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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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银行 ，另外转账汇款也十分方便 。

（２） 个人支票储蓄存款 。这种存款是以活期储蓄存款作

保证 ，以支票作支付凭证 ，办理支现和转账结算 ，即储蓄与

消费于一体的存款 。客户凭有效身份证件开户 ，与银行签订

“个人使用支票协议书” 后购买支票 ，凭支票取现或转账 。

存款期限同活期储蓄 ，账户余额不得低于所签发支票总额 。

此种存款方便 ，支付安全快捷 ，尤其适合收付金额较大或收

付次数频繁的个体工商户 。

如 ：中国银行在北京 、上海 、福建 、广东 、深圳等部分

省市开办的个人支票业务 ，它以个人信誉为保证 ，以支票为

支付结算凭证 ，可用于转账 、取现和购物 。签发的支票有效

期为 １０天 。已申请电话银行服务的支票签发人 ，可通过电

话银行服务对所签发的支票进行保付 ，受票人可通过银行的

专线电话查询该支票的保付情况 。

（３） 定活两便储蓄 。这种储蓄是一种事先不约定存期 ，

一次性投入 ，一次性支取的储蓄存款 。它的起存金额低 ，人

民币 ５０元起存 。既有活期之便 ，又有定期之利 ，利息按实

际存期长短计算 ，存期越长利率越高 。存期低于整存整取最

低档次 （不满 ３个月） 的 ，按活期利率计息 ；存期超过 ３个

月不满半年的 ，按 ３个月整存整取利率六折计息 ；存期超过

半年不满 １年的 ，按半年整存整取利率六折计息 ；存期超过

１年 （含 １年） 的 ，一律按 １ 年期整存整取利率六折计息 。

这种储蓄存款方式比较适合那些有较大额度的结余 ，但在不

久的将来需随时全额支取使用的客户 。

（４） 整存整取 。整存整取是一种由客户选择存款期限 ，

整笔存入 ，到期提取本息的一种定期储蓄 。它的起存金额

·６·



低 ，多存不限 ，一般来说 ，人民币 ５０元起存 ，港币 ５０元 、

日元 １０００元 、其他币种为原币种 １０元起存 。

整存整取的利率较高 ，因此具有较高的稳定收入 ，利率

大小与期限长短成正比 。存期上也有选择 ：人民币的存期分

别为 ３个月 、 ６个月 、 １年 、 ２年 、 ３年和 ５年 ；外币的存期

分别为 １ 个月 、 ３ 个月 、 ６ 个月 、 １ 年 、 ２ 年 。 本金一次存

入 ，由储蓄机构发给存单 （折） ，到期凭存单 （折） 支取利

息 。储户可以办理定期存款到期自动转存业务 。这种储蓄最

适合手中有一笔钱准备用来实现购物计划或是长远安排 。要

注意安排好存款的长短期限 ，避免因计划不当提前支取而造

成的利息损失 ，对于提前支取 ，规定可部分提前支取一次 ，

但提前支取部分将按活期存款利率付息 。

（５） 零存整取 。零存整取是一种事先约定金额 ，逐月按

约定将金额存入 ，到期支取本息的定期储蓄 。它的适应面较

广 ，手续简便 ，往往可以积零成整 ，获得较高收益 。零存整

取起存金额较低 ，人民 ５元即可起存 。存期可以选择 １年 、

３年或 ５ 年 。 存款金额由储户自定 ，每月须以固定金额存

入 ；若中途漏存 ，应在次月补齐 。未补齐者视同违约 ，违约

后将不再接受客户续存及补存 ，到期支付时按实存金额和实

际存期计息 。这种储蓄方式比较适合刚参加工作 ，需逐步积

累每月结余的客户 。对每月有一定固定收入的人来说 ，无疑

也是一种最好的积累财富的方法 。

（６） 整存零取 。整存零取是一种事先约定存期 ，整数金

额一次存入 ，分期平均支取本金 ，到期支取利息的定期储

蓄 。这种储蓄方式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起存 ，一次存入本金 。存

期分为 １年 、 ３年 、 ５年 ，取款间隔可选择 １个月 、 ３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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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 ，可记名 ，预留印鉴或密码 ，可挂失 。如到期未领取 ，

以后可随时领取 。整存零取不得部分提前支取 。利息在期满

结清时支取 。这种储蓄方式比较适合那些有整笔较大款项收

入且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分期陆续支取使用的客户 。

（７） 存本取息 。存本取息是一种一次存入本金 ，分次支

取利息 ，到期支取本金的定期储蓄 。它的起存金额较高 ，一

般为人民币 ５０００元 。存期分为 １年 、 ３年 、 ５年 。可记名挂

失 。开户时 ，由储蓄机构发给储户存折 ，储户凭存折分期支

取利息 ，一般每月 、 每季或每半年一次 ，不得提前支取利

息 ，如到取息日而未取息 ，以后可随时取息 ，但不计算复

息 。到期一次支取本金 。这种储蓄方式在约定存期内如需提

前支取本金 ，利息按取款当日银行挂牌公告的活期储蓄的利

率计息 ，存期内已支取的定期储蓄利息要一次性从本息中扣

回 。这种储蓄方式比较适合于有款项在一定时期内不需动

用 ，只需定期支取利息以作生活零用的客户 。

（８） 通知存款 。 如果您是拥有大额资金 、存期难以确

定 、存取较频繁的存款客户 ，特别是股民 、汇民或经商人

士 ，在股市 、汇市低迷 ，或者在法定节假日 、短期不用款的

时候 ，选择通知存款 ，可获得更大的收益 。

这是一种不约定存期 、支取时需提前通知银行 、约定支

取日期和金额方能支取的存款 。个人通知存款不论实际存期

多长 ，按存款人提前通知的期限长短划分为一天通知存款和

七天通知存款两个品种 。一天通知存款必须提前一天通知约

定支取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则必须提前七天通知约定支取存

款 。存期灵活 、存取方便 。

人民币通知存款最低起存 、 最低支取金额均为 ５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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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币通知存款最低起存金额各地区略有不同 ，约为等值人民

币 ５万元 （各行具体起存金额请向当地分行咨询） ，外币通

知存款提前通知的期限为七天 。人民币 、外币的通知存款利

率均高于活期存款利率 ，是大额资金管理的好方式 。本金一

次投入 ，可一次或分次支取 。

举例 ：股民张某在股市低迷期间 ，将 １００万炒股资金存

入七天通知存款 ， ２ 个月后 ，张某即可获取比活期存款多

１００万 × ６０天 × （１畅３５％ － ０畅３６％ ） ／３６０ 天 ＝ １６５０ 元的利

息 ，既保证了用款需要 ，又可享受活期利息 ２畅７５倍的收益 。

中国工商银行还推出了 “专有积利存款计划” ：客户可

按最短八天 （七天通知） 或两天 （一天通知） 为周期对通知

存款的本金和利息进行自动滚存 ，并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通

知存款的转账周期和存期 。还可提供自动转存定期存款服

务 。中国银行的通知存款的币种为人民币 、港币 、英镑 、美

元 、日元 、欧元 、瑞士法郎 、澳大利亚元 、新加坡元 （各省

具体开办的业务和币种请向当地分行咨询） 。申请办法 ：持

本人身份证到各行任一网点 ，开立账户即可 。

（９） 教育储蓄 。 教育储蓄是为鼓励城乡居民以储蓄方

式 ，为其子女接受非义务教育积蓄资金 ，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而开办的储蓄 。教育储蓄的适合对象为在校小学四年级 （含

四年级） 以上学生 。教育储蓄属零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 。

存期规定 ：教育储蓄存款按存期分为 １年 、 ３年和 ６年

三种 。您可视子女的教育进程和现状 ，自己规划设定存款期

限 。一般来说 ，６年期教育储蓄适合小学四年级以上的学生

开户 ，３年期教育储蓄适合初中以上的学生开户 ，１ 年期教

育储蓄适合高二以上的学生开户 。这样 ，接受非义务教育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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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时 （即升入高中以后） ，就可以在教育储蓄到期时享受优

惠利率并及时使用该存款 。

账户限额 ：教育储蓄每一账户最低起存金额为 ５０ 元 ，

本金合计最高限额为 ２万元 。开户时储户与金融机构约定每

月固定存入的金额 ，分月存入 ，中途如有漏存 ，应在次月补

齐 ，未补存者视同违约 ，对违约后存入部分视同零存整取定

期储蓄存款利率计息 ，并征收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 。

利息优惠 ：客户凭学校提供的正在接受非义务教育 （全

日制高中 、大中专 、大学本科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的录取

通知书或学校开具的存款人正在接收非义务教育的学生身份

证明 ，可享受整存整取的优惠利率 ，并免征限额内储蓄存款

利息所得税 。 １年期 、 ３ 年期教育储蓄按开户日同期同档次

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息 ； ６年期按开户日 ５年期整

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计息 。在存期内遇有利率调整 ，仍

按开户日挂牌公告的相应储蓄存款利率计付利息 ，不分段

计息 。

办理开户 ：采取实名制 ，以学生本人姓名开户 。 开户

时 ，须持学生本人户口簿或居民身份证到储蓄机构办理 。

存款支取 ：

①到期支取时 ，凭存折及学校提供的非义务教育 （高中

以上） 的录取通知书 、 学生在学证明 （以下简称 “证明”）

一次支取本金和利息 ，享受国家规定的教育储蓄利率 ，并免

征教育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 。不能提供 “证明” 的 ，按实际

存期和开户日挂牌公告的同期同档次零存整取储蓄存款利率

计付利息 ，同时 ，按有关规定征收存款利息所得税 。

②提前支取时 ，存款人能提供 “证明” 的 ，按实际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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