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p2p保本型在线信托(保本息的p2p平台)

跟银行的朋友小白聊天。

他说：这两天看到，我们银行所有的理财都把「预期收益率」改成「业绩比较基准
」了。

并且发通知，禁止对客户说“年化收益”、“年利率”等字眼。

我打开建行APP一看，果然如此：

01

小白说很多客户都一脸懵逼：

 业绩比较基准？什么意思？

 跟之前的「预期收益」一样吗？有啥区别？

 ......

要搞清楚这些问题，你得先明白一个概念：净值

2018年9月，银保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理财新规」，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
是推动理财产品「净值化」。

净值、净值化，是什么意思呢？

买过基金的小伙伴都知道：我今天打开账户看一看，挣了100元，明天再打开，就
变成-50元了，后天可能又变成150元。

有时赚、有时亏，每天显示的收益都在变化。

当有人问你：你买这个产品，一年能赚多少钱啊？你也很难答上来。因为这事不确
定啊。有可能去年赚了5%，今年就赚3%呢。

你的最终收益，到最后卖出的那一刻（到期的时候）才能知道。

净值型产品，最经典的代表就是「基金」。举个例子：大家打开微信理财通，点开

                                    1 / 4



智行理财网
p2p保本型在线信托(保本息的p2p平台)

理财栏目，有时候能看到这样的产品。

乍一看还以为是活期产品。

但你仔细看简介，其实这是一只「债基」，上面也有「净值」两字。所以你可以有
三点结论：

这是一只债券基金

产品成立以来，平均下来，年化收益是4.66%

你买入以后，这个收益率，是不保证的

记住这个知识点。

我有个粉丝，去年过年前，在「活期产品」一栏中看到这款产品，看到收益就很高
兴买了，还以为跟买货币基金一样，拿的是固定利息。

结果。

过年上来，产品非但没盈利，竟然还亏损了。

02

刚刚说了，净值产品的收益是不保证的。

既然这样，你说预期收益、年化收益这些数据，就不免有误解了。

老话术讲的「预期年化收益」，是对实际收益率的一个预期。有一种对实际收益率
暗示的感觉，且带有很强的主观性。

而「业绩比较基准」是理财产品收益的参考值，很明显能看出，这个数据并非实际
收益率。

实际上，它是根据该产品过往的业绩，或者本类别的所有产品的历史业绩，对其可
能达到的收益率做出的预估，是一个更客观的表述。

强烈暗示了：产品可能超越业绩基准，也可能达不到！

                                    2 / 4



智行理财网
p2p保本型在线信托(保本息的p2p平台)

让我惊讶的是。

银行APP里，不只是「净值型」产品，是这个表述。就连「预期收益型」产品，也
都改成业绩比较基准了。

预期收益型和净值型的主要区别有：

资金流动性：前者是固定期限；后者是随时可以申购、赎回。

信息披露程度：前者不会披露产品动向，投资者无法准确判断风险；后者可以时刻
让你感受到产品的波动，可以匹配你的风险承受能力。

投资风险：前者暗含刚性兑付，以「保本保收益」和「保本浮动收益」产品为主，
风险等级一般是R1和R2；后者均为「非保本浮动收益」产品，目前多为R2和R3。

总之未来，拿到一款银行理财。

你只能说：根据过去1年/5年/10年的历史数据，这个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是5
%。但未来赚多少不保证。

这个举措，有种强烈的暗示，银行保本产品要消失了。

03

除了银行理财。

最近的感觉：“保本理财”越来越不靠谱了。

打引号是因为，这里并不是指保险，国债，银行储蓄，这种真的保本理财产品。而
是指原来因为「刚兑」才保本的理财产品。

比如，P2P网贷、银行理财、信托产品、资管计划等。

刚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管产品是亏了，还是赚了，平台都拍胸脯说：一定会把钱给你，绝对保本保
收益。实际上就是平台贴钱、兜底，实现的刚性兑付。

可怕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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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刚兑不是风险的消失，而是把个人风险转移到了平台。就像一个气球，平台
风险累积越来越大，最后气球暴涨，只是时间问题。

打破刚兑，已经迫在眉睫了。

不信大家可以数一数，这两年，国家重要会议、新闻联播、人民日报，提到发展股
市直接融资渠道的次数。

要知道，刚性兑付可是股市的对立面。很简单能理解，有5%～10%的保本保收益
产品，谁还愿意冒风险去买股票、基金？

大家必须意识到：

现在的行情，和两三年前截然不同了；金融市场的格局和规则变化巨大；去刚兑这
件事儿，已经从一种认知变成了政策。

去刚兑其实已经说了5、6年了，国家这次能鼓起勇气打破规则，必然已经做好了改
革过程中的阵痛、牺牲。也许，某些行业将不复存在。

言尽于此。

未来几年，请小心警惕那些“保本理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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