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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投资者来说，金融产品是
看不见、摸不到的无形的产品，为了让
银行以清晰透明、统一规范的产品说明
书形式呈现给客户，保障客户知情权，
《银行业产品说明书描述规范》明确了
产品说明书应列明产品适合的客户群、
服务费用、预期收益、风险分析等要素，
使购买者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银行产
品的使用、收益和风险等信息。同时还
对产品凭据、预期收益、服务费用等方
面有详细规定，便于购买者能及时掌握
了解产品凭据更新状况以及预期收益
和服务费用的变化情况。

业内人士表示，不少投资者对银
行发售的理财产品表现出极大信任，
购买产品时还是要多听从理财经理
建议。其次，大家在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时最关注的是理财收益，但很少有
人在购买产品时会详细了解产品类
型和投资方向等信息。对此，理财人
士提醒市民，通常理财收益与自己所
承担的投资风险是成正比的，市民应

进行综合理性分析，了解产品募集
期、时限、年化收益率等信息，确定自
己是否选择了适合的产品。

对于理财“空档期”，业内人士给
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日常忙碌的投资
者尽量不要购买短期理财产品。避
免由于过于忙碌，忘记产品的赎回日
期，以至于不能有效利用资金进行再
次投资。而短期产品的申购赎回频
率较高，需要更高的关注度。建议这
类人群购买中长期理财产品，降低产
品更换频率，保证资金的有效利用。
二是在一个产品到期后，如果没有合
适的产品接续，可以考虑购买一些货
币基金，一方面收益率较有保证，另
一方面，申购赎回较为灵活。可以在
目标产品募集期的中后期赎回，进行
购买，使资金收益最大化。专家也提
醒，大部分银行理财产品都是有配额
的，尽量不要在募集期结束前才进行
申购，如果产品销售情况良好，有可
能提前结束销售。

算好募集期、时限、年化收益

理财产品收益别被空档期“连累”

除了银行理财产品造成的“空档期”，
还有一种容易被大家忽视，那就是证券账
户中的闲置资金。在股市比较低迷时，资
金的闲置期可能较长。另外，在抛售股票
后直至下一次买入之前的区间、每一个周
末及长假等都会产生资金的闲置。

业内人士表示，投资者可以通过一些
理财工具来实现这些“空档期”的资产升
值。比如，选择通知存款。同样的一笔资
金在这一时间内存作通知存款，就能获得
比原来较高的收益，让自己的资金链不
断。此外，还可以考虑银行现金管理工具，

比如一家银行的现金管理工具允许投资者
在每个交易日9时到15时30分之间进行申
购或者赎回，这个交易时间覆盖了当前 A
股交易时间段。如果你看好某一只股票要
尽快建仓或者加仓，可以通过电话、网络等
渠道赎回部分放在银行的资金，赎回的本
金马上到账，之后通过转账系统转到股票
账户，就可进行股票交易。如果当天你没
有进行股票买卖交易，第二天暂时不想进
行交易操作，那么可以考虑把当天没有进
行交易的闲置资金从股票账户转到银行账
户上，从而获得收益。

收益被募集期“连累”

理财“空档期”，即由于一些投资产品
的设置，资金在募集期内处于“锁定”状态只
享受活期收益，那么这种募集期也被称为理
财“空档期”。理财“空档期”越长，就意味着
你的损失越大，现有的收益也会被摊薄。

分析“空档期”形成的原因，业内人士
认为，一方面和主观原因有关，如投资者忘
记了产品到期，没有及时寻找后续投资；错
误预判了投资期限，使其结束时间恰好位
于节假日期间，从而无法顺利过渡到其他
投资中。其中，前者占大多数。很多投资
者都是上一期产品到期后，才到银行咨询
下一期的理财产品有哪些，什么时间发售，
这中间很容易形成“空档期”。另一方面，
个别投资者热衷短期理财产品，频繁换手
理财产品，产品与产品之间衔接不到位，也
是形成“空档期”的原因。

前几天，刚刚有一笔闲钱的林女士收
到某银行发来的一条短信：“某理财产品，
34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4.6%。”林女士一
想，反正这笔钱短时间不会用，而且收益
高，于是在10月12日毫不犹豫地买了该产
品。可购买后，细心的丈夫发现，该理财产
品虽然是从10月12日开始销售的，但直到
10月19日才开始进入投资周期，这意味着
中间有将近8天的“空档期”。

其实，所有银行理财产品都有一个募
集期，募集时间各有不同，但多数都在 4~7
天。如果有个别预期收益率较高的产品发
售，基本上募集的第一天就已经售罄，投资
者只有赶早“抢”。

对银行来说，对于那些在募集第一天
就被抢购一空的理财产品，募集期是不会
提前终止的。投资者在募集期的第一天抢
购到银行理财产品，此时这笔资金只能躺在
活期账户中直到理财产品募集期结束，才正
式开始按照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率计算收
益。换句话说，投资者的资金在购买理财产
品之初就已经“被损失”了2~8天的收益。

当你的账户资金在结束了一轮投资后，没有快速进行
后续投资，而是“躺”在账上无收益产生；或是由于一些投资
产品的设置，资金处于“锁定”状态无收益产生，那么这种间
隔的期限就被称为理财“空档期”。理财遭遇“空档期”，是
很多投资者都不想遇到的事情，因为理财“空档期”越长，就
意味着你的损失越大，现有的收益也会被摊薄。

业内人士表示，选择银行理财产品切勿过分
关注产品收益，要留心产品起息日和到期
日，当心“高收益”因产品空档期摊薄
而影响最终收益。记者 倪子

理财“空档期”的情况还有：投资
者忘记了产品到期，没有及时寻找后
续投资；错误预判了投资期限，使其
结束时间恰好位于节假日期间，从而
无法顺利过渡到其他投资中。

以某款投资期限为 35天的理财
产品为例，假设预期收益率为
4.85%，销售日期为 10月 18日~24
日，投资收益的起始日为10月25日，
名义到期日为 11月 29日。另外，理
财产品说明书还有一个条款——银
行“最迟于实际到期日后 2个工作日

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将到期后可
兑付款项划入投资人授权指定账
户，该期间为到期清算期，到期清算
期间不计付利息”。

要是投资者在销售日期的第一
天购买了这款理财产品，也就意味
着，这款投资期限为 35天的理财产
品实际上占用理财资金的天数为 47
天，其中包括了仅享受活期利率的 7
天募集期和不享受任何利率的 5天
清算期。

因此，对投资者来说，到期日和

到账日是需要特别关注的概念。到
期日是理财产品投资期限的截止日，
到账日是指理财产品到期以后，本金
和收益支付到投资者账户的日期。到
期日并不等于到账日。有的银行理财
产品可能会规定，若遇法定节假日，到
期日要顺延，顺延期间不另计算收
益。与到期日一样，若遇法定节假日，
资金也会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到账。
购买理财产品，要注意区别产品的募
集期、扣款日、兑付日以及到账日，做
到心里有数，巧抓资金生息机会。

■相关链接

证券账户资金
莫闲置

延迟到账期收益打折扣

合理理财减少“空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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