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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存单从春节前抢到春节后，抢了快1个月了，还是没抢到，银行客户经理已
经开始向我推荐保险产品了。”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的彭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她近期“
抢”大额存单的经历。

2022年，居民投资理财风险偏好明显下降，尽管大额存单利率持续走低，但产品仍
然“一单难求”。在此背景下，增额终身寿险又“火”了起来。

记者从北京地区多家银行网点了解到，虽然大额存单产品“一单难求”，但投资者
购买热情却不减反升。与此同时，不少银行客户经理开始向客户推荐增额终身寿险
产品，称在存款利率降息背景下，该产品可以做到3.5%的复利，逐年增值，相比存
款更为合适。

大额存单“一单难求”

由于理财产品近一段时间收益都不太好，彭女士倾向购买一些收益更为稳定的大额
存单产品，“万万没想到，存款产品竟然要靠抢。”彭女士说。

2022年以来，由于理财市场的波动，不少投资者将目光投向了稳健的储蓄产品，大
额存单产品热度直线上升，甚至出现了“一单难求”的情况。

“春节前，已经抢了半个月了。本以为春节后情况会好一些，没想好春节后仍然抢
不到。”彭女士感叹。

利率方面，以最受欢迎的3年期大额存单为例，记者统计发现，目前国有大行利率
普遍为3.1%，部分银行可达到3.25%，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利率大多数在2.9%至3.3
%之间。但多数银行的大额存单产品均显示额度不足，或显示“仅面向自成为我行
客户之日起6个月内新客户销售”。

“我行3年期大额存单年利率目前是2.9%，也有一些3.25%的产品，但是基本靠抢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某股份行客户经理告诉记者。

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监测数据此前显示，2022年11月发行的3个月、6个月、1年
期、2年期、3年期和5年期的大额存单平均利率分别为1.795%、2%、2.196%、2.
736%、3.296%、3.441%。与2022年10月相比，3个月、6个月、2年期大额存单
平均利率环比上涨；1年、3年、5年期平均利率环比下跌，跌幅分别为2.9BP、0.2
BP、11.2BP。

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师刘银平认为，尽管大额存单利率持续走低，但具有保
本、安全性高的特点，所以受到投资者青睐。在利率下行期，购买长期限大额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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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提前锁定相对较高的利率。

增额终身寿险走俏

彭女士购买大额存单未果，却从银行客户经理口中了解到了一款比大额存单利率高
的保险产品。

“大额存单基本都是秒杀，这个存款我觉得就不期待了，基本上没有希望了。存款
随着降息，收益越来越低。3年后的存款利率就不是3.25%了，不如考虑按照3.5%
复利递增的投资型保险产品，比存款产品要合适。收益是固定在合同上的，比如，
你每年存5万，3年一共是15万，3年存完后，就变成15万2，15万7，16万3……这
样递增，而且你可以随时取，支取也不限制，比你放在存款里提前支取了按照活期
计息还灵活。”银行客户经理告诉彭女士。

这并不是第一位向她推荐保险产品的银行客户经理。据彭女士介绍，春节前夕，某
国有大行客户经理也对她推荐过相关的保险产品，称可以提前锁定3.5%的收益，在
存款利率降息的背景下，相比大额存单产品更为合适。

实际上，彭女士口中提到的保险产品就是“增额终身寿险”，是近年来市场上出现
的将保额设计为每年增长一定比例的终身寿险，近一段时间在市场上持续走俏。

“增额终身寿险复利3.5%”也是销售宣传中经常出现的术语，这让很多投资者产生
疑问，复利递增3.5%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跟年化预期收益率是否有差别？

以某保险公司保单内容来看，产品持有时间越久，现金价值越多，能获得越高额的
保障。比如，一名58岁女性每年缴纳10万元保费，连续缴满3年，到第3年末，该
产品现金价值为29.37万元；第4年末的现金价值为30.34万元；第20年末现金价值
为99.09万元。

现金价值是保险合同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
，由保险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而销售宣传中提到的3.5%，其实是保额增长率，
不是投资收益率,也并非现金价值。

“保险金额（保额）是出险时才能获得，不出险就不能获得保险金额。寿险的出险
是死亡或全残。此外，提前领取的叫减保、退保，领取的不是保额，也达不到3.5%
的收益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对记者表示。

在减少保额方面，上述合同显示，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人可以书面申请减少保额
，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和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均需符合申请时保险公司的规定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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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办理减少保额后，保险公司按照减少后的基本保险金额承担保险责任，并向投
保人退还所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部分对应的现金价值，但将扣除各项欠款。申请减
少基本保险金额后，当年度有效保险金额同比例减少。

增额终身寿险并非“稳赚不赔”

增额终身寿险成为网红产品，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客户对中长期稳健收益的需求。但
由于在销售过程中，客户往往混淆保额增长率与投资收益率以及提前退保可能遭受
的本金损失，也让市场对此类产品的评价褒贬不一。

早在2022年9月，中国精算师协会就曾发布风险提示《警惕增额终身寿险误导宣传
》，称一要警惕保额增长率与投资收益率的概念差别大，不可混为一谈；二要警惕
增额终身寿险主要功能是保险保障，养老、储蓄应选择年金保险；三要警惕增额终
身寿险并非“稳赚不赔”，前期退保损失大。

王向楠对记者表示，增额终身寿险灵活支取是可以成立的，但一要看保单约定，可
完全减保的很少，很多是每年可减已交保费或现金价值的10%—20%；二是减保是
从现金价值中取，不是从保额中取，现金价值的增长率达不到保额增长率。

中国精算师协会也指出，保险消费者如果中途退保，可以领取保单的现金价值，增
额终身寿险的现金价值一般在前5年低于累计所交保费，之后才会逐渐超过累计所
交保费。据不完全统计，若在投保后第1年退保，将会损失10%-60%的保费；若在
第20年退保，收益约在2%-2.5%之间，请保险消费者注意是否与自身预期相符。

基于此，不少专家建议，消费者要合理计算增额终身寿险产品的收益率，并明确个
人的预期收益率水平。

王向楠建议，消费者购买产品如果想用于保障，可以假设购买后在50岁、70岁或9
0岁不幸出事——死亡或全残，找到当时增额终身寿保单中约定的给付保险金，看
是否满意；若想用于理财，则消费者可看保单中每个年度的现金价值是多少，与所
交的保费比较看看，有多少收益率，在支取/领取的流动性上，看保单对减保的规定
、限制，是否能满足自己预期以及今后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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