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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理财不再保本该咋办银行理财不再保本该咋办
近期近期，，经国务院同意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国家外汇管
理局联合印发了理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
导意见导意见》，》，要求银行理财产品打破刚性兑付要求银行理财产品打破刚性兑付、、不再保本不再保本，，这这
对投资者有哪些重要影响对投资者有哪些重要影响？？投资者需要改变过去哪些金投资者需要改变过去哪些金
融观点融观点？？主持人为广大网友答疑解惑主持人为广大网友答疑解惑。。

上海网友上海网友““东方明珠东方明珠””：：去银行买理财产品还保本吗去银行买理财产品还保本吗？？

主持人主持人：：现在在银行还可以买到保本理财产品现在在银行还可以买到保本理财产品，，不过不过
未来保本保收益的理财产品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未来保本保收益的理财产品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指导指导
意见意见》》给出的过渡期至给出的过渡期至20202020年年。。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在在20202020年年年年
底之前底之前，，去银行还能买到过去存量的保本理财产品去银行还能买到过去存量的保本理财产品。。过过
了过渡期了过渡期，，也就是到了也就是到了 20212021年年，，银行将不再提供保本型银行将不再提供保本型
理财产品理财产品。。

金融消费者要改变将银行理财产品视同银行存款的金融消费者要改变将银行理财产品视同银行存款的
理财习惯理财习惯，，形成自负盈亏的投资理念形成自负盈亏的投资理念，，家庭理财和个人投家庭理财和个人投
资时需要更加注重风险资时需要更加注重风险。。

湖南网友湖南网友““潇湘子潇湘子””：：银行短期理财产品也不能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也不能买

了吗了吗？？

主持人主持人：：《《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明确，，封闭式资产管理产品的最封闭式资产管理产品的最
短期限不得低于短期限不得低于9090天天，，这意味着这意味着33个月以下的封闭式理个月以下的封闭式理
财产品将消失财产品将消失。。此外此外，，银行不能再通过滚动发行超短期银行不能再通过滚动发行超短期
理财产品并投资到长期资产当中以获取期限利差理财产品并投资到长期资产当中以获取期限利差，，也不也不
能通过开放式理财产品实行期限错配能通过开放式理财产品实行期限错配。。这样规定是为了这样规定是为了
进一步限制短期投机性理财产品进一步限制短期投机性理财产品。。金融消费者需要改变金融消费者需要改变
投资习惯投资习惯，，更加注重长期的投资机会更加注重长期的投资机会。。

不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短期理财产品就没有了这并不意味着短期理财产品就没有了。。未来未来
金融机构将对理财产品实行净值化管理金融机构将对理财产品实行净值化管理，，如果要开展短如果要开展短
期投资期投资，，投资者未来可以考虑开放式净值型产品投资者未来可以考虑开放式净值型产品。。

云南网友云南网友““四季如春四季如春””：：理财产品净值化管理是什么理财产品净值化管理是什么？？

主持人主持人：：过去过去，，银行的理财产品都是预期收益率模银行的理财产品都是预期收益率模
式式，，投资者并不清楚自身承担风险的大小投资者并不清楚自身承担风险的大小。《。《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要要
求金融机构对资管产品实行净值化管理求金融机构对资管产品实行净值化管理，，净值生成应当净值生成应当
符合公允价值原则符合公允价值原则，，及时反映基础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及时反映基础资产的收益和风险。。
通过净值化管理后通过净值化管理后，，银行收取管理费之外的投资收益应银行收取管理费之外的投资收益应
全部给予投资者全部给予投资者，，投资者在此基础上自担风险投资者在此基础上自担风险，，银行收取银行收取
超额理财收益的历史也将改变超额理财收益的历史也将改变。。

这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者不清楚自身承担风险这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者不清楚自身承担风险
大小等问题大小等问题，，推动资管产品和服务加快转型推动资管产品和服务加快转型，，引导资管业引导资管业
务回归务回归““受人之托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代人理财””本质本质。。通过净值化的管理通过净值化的管理，，
金融消费者能清楚产品的风险大小金融消费者能清楚产品的风险大小，，知道自己的收益空知道自己的收益空
间间，，也将逐步建立起买者自负的投资理念也将逐步建立起买者自负的投资理念。。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彭彭 江江））

这些水产品谣言别信了这些水产品谣言别信了
进入夏季进入夏季，，小龙虾小龙虾、、烤鱼等水产品大量上市烤鱼等水产品大量上市，，备受消备受消

费者欢迎费者欢迎。。然而然而，，关于水产品的谣言却总是影响大家的关于水产品的谣言却总是影响大家的
““食欲食欲””。。为了防止一些谣言再次为了防止一些谣言再次““兴风作浪兴风作浪””，，本期主持本期主持
人梳理了一些人梳理了一些““热门热门””谣言谣言，，以正视听以正视听。。

山西网友山西网友““等风来等风来””：：据说小龙虾是一种虫子据说小龙虾是一种虫子，，生长环生长环

境恶劣境恶劣，，体内聚集了很多重金属体内聚集了很多重金属。。那么那么，，小龙虾还能吃吗小龙虾还能吃吗？？

主持人主持人：：小龙虾的真名叫小龙虾的真名叫““克氏原螯虾克氏原螯虾””，，是一种淡水是一种淡水
虾虾，，不是虫子不是虫子。。小龙虾原产于美国东南部小龙虾原产于美国东南部，，所以又叫美国所以又叫美国
螯虾螯虾，，它是最具食用价值的淡水龙虾品种它是最具食用价值的淡水龙虾品种。。小龙虾是杂小龙虾是杂
食动物食动物，，以水底有机质以水底有机质、、水草水草、、藻类藻类、、水生昆虫水生昆虫、、有机碎屑有机碎屑
等为食等为食。。因为它食性杂因为它食性杂，，所以生命力很强所以生命力很强，，能在污染水体能在污染水体
中生存中生存，，但这并不能说明小龙虾喜欢在污水里生活但这并不能说明小龙虾喜欢在污水里生活。。野野
生小龙虾生长在稻田和水沟里生小龙虾生长在稻田和水沟里，，但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但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目目
前小龙虾绝大多数是人工养殖的前小龙虾绝大多数是人工养殖的，，且养殖基地对水的洁且养殖基地对水的洁
净度要求很高净度要求很高。。

此外此外，，由于小龙虾环境适应能力很强由于小龙虾环境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污染严能够在污染严
重的地方存活下来重的地方存活下来。。但是但是，，它摄入的重金属大部分被转它摄入的重金属大部分被转
移到了外壳移到了外壳，，且随着不断生长和脱壳且随着不断生长和脱壳，，这些重金属毒素被这些重金属毒素被
移出体外移出体外，，所以肉里的重金属未必会超标所以肉里的重金属未必会超标。。即使水中有即使水中有
重金属重金属，，从生物富集的角度来说从生物富集的角度来说，，重金属一般集中在小龙重金属一般集中在小龙
虾的头部虾的头部，，且不会积聚太多且不会积聚太多，，消费者在吃小龙虾时只要不消费者在吃小龙虾时只要不
吃虾头即可吃虾头即可。。

江苏网友江苏网友““四季柠檬四季柠檬””：：市场上经常看到又粗又大的市场上经常看到又粗又大的

黄鳝黄鳝，，是因为用避孕药催肥的吗是因为用避孕药催肥的吗？？

主持人主持人：：黄鳝变得又粗又大是因为在饲养过程中黄鳝变得又粗又大是因为在饲养过程中，，采采
用了科学的饲养方法用了科学的饲养方法，，解决了影响黄鳝生长的水温和饵解决了影响黄鳝生长的水温和饵
料等问题料等问题，，与避孕药无关与避孕药无关。。

资料显示资料显示，，黄鳝刺少肉厚黄鳝刺少肉厚，，营养价值较高营养价值较高，，属高蛋白属高蛋白、、
低脂肪食品低脂肪食品。。黄鳝是以肉食性饵料为主的杂食性鱼类黄鳝是以肉食性饵料为主的杂食性鱼类,,喜喜
欢吃鲜活饵料欢吃鲜活饵料,,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黄鳝有忍耐饥饿的黄鳝有忍耐饥饿的
本领本领,,吃饱一餐吃饱一餐,,通常可以通常可以33天至天至55天不吃食物天不吃食物。。因此因此，，黄黄
鳝的摄食能力和饵料来源有限鳝的摄食能力和饵料来源有限，，其生长速度与摄食量多少其生长速度与摄食量多少
有关有关。。黄鳝在长期不摄食的情况下虽不会死亡黄鳝在长期不摄食的情况下虽不会死亡，，但体重会但体重会
明显降低明显降低。。如果使用避孕药如果使用避孕药，，不仅不能促进黄鳝生长不仅不能促进黄鳝生长，，反反
而会加速其死亡而会加速其死亡。。因为黄鳝吃了添加激素的饲料后因为黄鳝吃了添加激素的饲料后，，可能可能
出现代谢紊乱出现代谢紊乱，，导致抗病力差导致抗病力差，，严重时会死亡严重时会死亡。。

河北网友河北网友““冲上云霄冲上云霄””：：有网上传言说鱼贩子为了让有网上传言说鱼贩子为了让

鱼更活跃鱼更活跃，，会在水中添加一些药物会在水中添加一些药物，，而且人食用这样的鱼而且人食用这样的鱼

后会致癌后会致癌，，真相究竟如何真相究竟如何？？

主持人主持人：：网友所说的药物应该是网友所说的药物应该是““鱼浮灵鱼浮灵””，，这个谣言这个谣言
早在早在 20122012 年就出现了年就出现了。。事实上事实上，，““鱼浮灵鱼浮灵””既非回生神既非回生神
药药，，也无毒害也无毒害，，而是固体双氧水而是固体双氧水，，主要成分一般是过氧碳主要成分一般是过氧碳
酸钠酸钠，，投放到水中后投放到水中后，，会水解为碳酸钠和双氧水会水解为碳酸钠和双氧水，，碳酸钠碳酸钠
将提高水的将提高水的pHpH值值，，双氧水碱性条件下更容易释放氧气双氧水碱性条件下更容易释放氧气，，
从而起到提高水体溶解氧效果从而起到提高水体溶解氧效果。。

个别不法商贩可能使用不符合要求的化工品过氧碳个别不法商贩可能使用不符合要求的化工品过氧碳
酸钠来替代渔业用酸钠来替代渔业用““鱼浮灵鱼浮灵””，，这种情况下确实有可能存这种情况下确实有可能存
在引入重金属等有害成分的风险在引入重金属等有害成分的风险。。消费者应通过正规渠消费者应通过正规渠
道购买水产品道购买水产品。。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吉蕾蕾吉蕾蕾））

近年来，新增建设用地减少是一个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对过去城市摊大饼式无序扩张的纠正

近年来，耕地质量下降已经越来越引起重视，有关部门不断

强调在确保耕地红线的同时，要着力提升耕地质量

2017中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发布
本报记者 黄晓芳

今年前 4 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有所放缓。专家表示，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

人口结构的变化，消费增速出现调整，这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总体来看，消费仍然是

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仍然要顺应居民需求新变化扩大消费，形成供给结构优化和总需求

适度扩大的良性循环——

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9.4%，增速较上月有所放缓——

扩大消费要顺应需求新变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 2017 中国土
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这份公报从
土地、矿产、海洋、地质调查、地质环境等
方面勾勒出了过去一年我国自然资源

“家底”变化情况。
公报显示，2017 年年末，全国耕地

面积为 13486.3 万公顷（20.23 亿亩）。
这意味着我国耕地面积继续保持在 18
亿亩耕地红线水平之上。专家表示，
当前，我国粮食自给率已低于 95%的
警 戒 线 ，保 持 18 亿 亩 耕 地 红 线 意 义
重大。

同时，2017 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灾
毁、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等减少耕
地面积 32.04 万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农
业结构调整等增加耕地面积 25.95 万公
顷，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 6.09 万公顷。
全国建设用地总面积为 3958.65 万公
顷，新增建设用地 53.44万公顷。

虽然公报并未提供 2017 年新增建
设用地的变化幅度，但是，对比 2016 年
度全国土地变更调查结果可以发现，
2016 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809 万
亩，与 2015 年相比，增加了 34.4 万亩，

增幅 4.4%。如将此次公布的 2017 年
新增建设用地 53.44 万公顷换算成万
亩，新增建设用地为 801.6 万亩，比上
年有所下降。

专家表示，近年来，新增建设用地减
少是一个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
过去城市摊大饼式无序扩张的纠正。我
国土地利用思路已转变到核定总量、严
控增量、盘活存量上。

公报显示，2016 年年末全国耕地平
均质量等别为 9.96 等。目前，我国耕地
评定有15个等别，1等耕地质量最好，15
等耕地质量最差。有关人士表示，近年

来耕地质量下降已经越来越引起重视，
有关部门不断强调在确保耕地红线的同
时，要着力提升耕地质量。

土地整治是提升耕地质量的有力抓
手。公报显示，2017 年我国开展并验收
土 地 整 治 项 目 1.64 万 个 ，同 比 增 长
17.1%。建设总规模为 162.63 万公顷，
同比下降 53.1%。新增耕地 22.73 万公
顷，同比增长22.7%。

公报显示，2017 年我国地质勘查投
入资金 775.68 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其中，油气地勘投资577.90亿元，同比增
长 9.6%；非油气地勘投资 197.78 亿元，

同比下降20.2%。
此外，2017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为

77611亿元，同比增长6.9%，海洋生产总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4%。其中，海洋
产业增加值 48234 亿元，海洋相关产业
增加值为29377亿元。

令人担忧的是，我国近岸局部海域
污染严重，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劣于
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分别为
4.11 万平方千米、3.35 万平方千米、4.68
万平方千米和4.81万平方千米。

此外，我国主要河流污染物排放总
量1600万吨，陆源入海排污口达标排放
次数比例仅为57%。监测的河口、海湾、
滩涂湿地、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等海
洋生态系统中 16 个处于亚健康和不健
康状态。赤潮、绿潮灾害影响面积较上
年明显减少，但渤海海水入侵和土壤盐
渍化依然严重。

专家表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人
口增加促使人类活动不断向近海拓展，
使海洋生态环境日渐改变，甚至被破
坏。必须海洋和陆地双管齐下才能真正
遏制海洋污染势头。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4月份，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542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4%（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 7.9%）。这一增速水平比上个
月放缓 0.7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放缓
1.3个百分点。

有关专家表示，在消费规模已经十
分庞大的情况下，消费增速放缓符合经
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的客观表现。总的来看，消费依
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且消费
升级态势将进一步加快。下一步，仍然
要顺应居民需求新变化扩大消费，形成
供给结构优化和总需求适度扩大的良性
循环。

消费增速放缓符合规律

今年前 4 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118817 亿元，同比增长 9.7%，比去
年全年放缓 0.5 个百分点。其中，限额
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46137 亿元，增
长 8.4%。

自2004年以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同比增速连续 14 年保持两位数
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速呈现出了明显的换挡特征。

“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人口结构的
变化，消费增速必然会出现调整，这是符
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交通银行金融
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说，从消费
阶段看，过去是解决温饱的消费，很多消
费产品从无到有，例如彩电、冰箱、汽车
等，都经历过快速增长期。现在，我国已
经进入消费升级阶段，大部分产品的拥
有比率已经较高，过去消费增长快的领
域增速自然会逐渐放缓，消费升级又需
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因此整体消费
增速放缓是正常现象。

“消费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步入新
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苏宁金融研究院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志龙认为，随
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模仿型排
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
消费渐成主流，这必然会影响消费增速。

黄志龙还指出，当前我国居民杠杆
率相对较高，特别是过去几年由房地产
市场加杠杆驱动居民负债攀升，对居民
消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居民的
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巨大，也不利于扩大
居民消费。

有关专家还表示，中国消费市场在
世界上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不过，在市
场规模已经比较大的情况下，中国消费
要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的难度也会越来
越大。

消费升级态势明显加快

4 月份，按消费类型分，餐饮收入
3024 亿元，增长 9.6%；商品零售 25517

亿元，增长9.4%。
在基本生活类商品较快增长的同

时，部分消费升级类商品增速加快。4月
份，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
品（含 计 算 机）类 商 品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8%和 18.3%，增速分别比上月加快
9.2 个和 5.7 个百分点；化妆品类也保持
15%以上的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中心副主
任潘建成此前表示，当前我国经济总量
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处于从中等收入向
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在这个进程
中，人们已经逐渐从满足温饱和物质富
足向满足精神需要转变，客观上会带来
消费行为的根本性转变。而且，消费升
级的过程往往有很强的集聚效应，人们
对新兴消费的需求往往是爆发式的，使
得新兴消费从萌芽到活跃的时间周期大
幅缩短。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消费从注重
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
商品向更多服务消费转变，通讯器材、汽
车、居住相关商品、文化用品等品质升级
类商品销售旺盛，大众餐饮、文化娱乐、
休闲旅游、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养
生等服务性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消费升级类商品增速加快，说明消
费增长的潜力依然十分巨大。”黄志龙分
析说，当前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
续推进，商品和服务的品质不断改善，促
进了中高收入家庭的居民消费，提升了
这类家庭的消费倾向；新兴业态和跨境
电商的快速发展，为消费升级类商品提
供了更加多元化、价格透明、性价比更高
的商品来源。此外，“80后”“90后”逐渐
成为品质消费、个性化消费、定制化消费
的引领者，促进了商品类的消费升级。

在刘学智看来，消费升级加快是供
需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需求看，
随着需求结构从过去温饱型向高品质提
升，广大群众对消费升级的需求日益强
烈。从供给看，随着经济结构逐渐转型，
更优质的消费产品得以供应，特别是非
物质形态的服务业发展较快，为消费升
级提供了条件。

随着消费升级的持续推进，为经济的
平稳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多位经济学
家指出，在消费升级中，许多新消费的快
速成长将带动服务业的发展，并更好地对
冲经济下行压力，保证经济平稳增长。

挖掘消费升级核心动力

近年来，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
首要动力，消费驱动型发展模式已经初
步形成。今年一季度，我国消费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77.8%。

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丽娟表
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的驱动力
正由出口、投资转向消费，消费对 GDP

的贡献率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积极
扩大内需的效果正在显现，消费无论是
占 GDP 的比重还是对 GDP 的贡献率都
日渐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从未来走势看，消费能否平稳增长，将对
宏观经济走势产生深远影响。

中央和地方都在积极采取措施释
放消费潜力，以确保消费在推动经济发
展中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统计
局贸易外经司司长孟庆欣表示，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和居民收入稳
定增长的带动下，内需发展的活力和后
劲将持续释放，新兴业态快速增长和新
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传统实体零售持续
回暖，我国消费品市场有望继续保持较
快增长。

刘学智表示，我国消费增长空间巨
大，这为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速保持中
高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
供需结构不平衡问题较为明显，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因此，要以消费需求转变为契机，以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根据消费

需求结构转变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振消费重点领域发展。

黄志龙建议，提振消费，一是要对居
民和家庭减税降费，提高居民和家庭可
支配收入；二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
别是养老体系，使更多的家庭敢于消费；
三是要推动商品和服务的品质革命，使
各种高性价比、高品质商品受到消费者
青睐；四是要注重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
把服务消费作为提振消费和消费升级的
核心动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积
极扩大消费和促进有效投资，顺应居民
需求新变化扩大消费，着眼调结构增加
投资，形成供给结构优化和总需求适度
扩大的良性循环。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各地已经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旨
在扩大进口和促进消费升级。有关部
门也将以培育和壮大消费增长点为目
标，出台旨在进一步扩大消费的一系
列新政，并把扩大信息消费和推广高
技术产品应用作为两大关键的政策发
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