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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余成本法”重出江湖了！近期，多家银行理财公

司推出了以“稳健”“低波动”为主要卖点的产品，它们大

多标明会以“摊余成本法”来计算估值。关注理财的投资

者应该知道，资管新规下银行理财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引入“市值法”，将理财产品改造成净值型产品。

那么“摊余成本法”为何又回来了？它有啥独特之

处？又是否值得买呢？

啥是“摊余成本法”？
和“市值法”一样，“摊余成本法”也是计算理财产品

收益的一种方法。它是将底层资产在一定时期内能取

得的收益平摊至每日来计算。

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如某理财产品主要投资了一年期利率3.65%、价

格为100元的债券A，一年后每张债券可以获得3.65元

的利息。

若是按“摊余成本法”来计算：

这些利息就会被平摊到365天，那么每天就有3.65/

365=0.01元的账面收益。

对比之下，“市值法”则会将底层资产价格的变动及

时反映到产品的净值波动上。

如此一来，两种方法虽然从长期投资收益结果上来

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给投资者的直观感受会有很大

的不同。用“摊余成本法”的产品收益走势看上去是一

条平滑向上的曲线，而“市值法”下的则有着明显的波

动。优美的曲线自然更受“求稳”的投资者欢迎。

但这样的曲线只是估值方法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产

品本身运行的体现，投资者也就无法及时了解底层资产

的变化情况。所以底层资产没事还好，一旦发生信用风

波，很可能持有到期才能知道自己的损失。

“摊余成本法”重出江湖的背后
看到这里，可能有投资者会疑惑：既然银行理财已

经转型，“摊余成本法”眼下怎么又回来了呢？

而2022年11月以来，在防疫政策、地产政策和资金

利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债市出现了大幅波动。

虽说短期回撤并不等于实际亏损，但是看着账户持

续的绿着，很多投资者还是产生了焦虑情绪。

如此敏感的时期，多家理财公司默契的在新产品中

重启“摊余成本法”，在市场看来目的就很明显了，是想

留住客户、提振市场信心。

用“摊余成本法”的理财产品，值得买吗？
用“摊余成本法”估值的理财产品最大特点就是收

益曲线看起来更加平稳。对于不太愿意承受短期波动

且能承受封闭期的小伙伴来说，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

择。但要注意的是，“摊余成本法”只是一种收益的计算

方式，对理财产品的盈亏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真正决

定亏损的，其实是其资产的运行情况。

因此我们在挑选时，依旧需要仔细权衡产品的策略

和投向，不能盲目下手。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岁末年初，多部委召开工作会议透露2023年施策重

点，财政部等负责人发声，涉及民生、住房、财政、教育等

领域的一系列政策将影响你的“钱袋子”。

多部委密集发声

这些政策影响你的“钱袋子”

“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国计民生的关键处。”财

政部部长刘昆日前表示，2023年，财政收支矛盾依

然突出，但不会在民生支出上退步，将保持适当支

出强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具体来看，今年的民生支出重点覆盖教育、医

疗、社保、生态、“三保”等，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教育方面，继续增加对地方教育转移支付规

模，研究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医疗方面，

保障好疫情防控所需资金，适当提高居民医保财

政补助标准；社保方面，积极推进多层次、多支柱

养老保险体系建设。

民生银行温彬认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

优化和经济回暖，财政增收有基础，加之特定国有

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依法上缴近年结存的利润，支

出规模将继续扩大，且支出中用于疫情防控的支

出将会降低，用于“三保”和基建的支出将会增加。

1月3日，人社部召开深入推进根治欠薪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多措并举推动解决拖欠农民

工工资问题，严厉惩治恶意欠薪违法行为。

今年以来受多种因素影响，欠薪问题出现较

大反弹，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面临更加复杂

局面。

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究员苏海南表示，整治

欠薪，首先是稳民心，稳农民工队伍。其次，在经

济困难的特定形势下，通过追讨欠薪，让各类存在

欠薪问题或者现象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履行社会

责任，依法依规管理企业。最后，做好欠薪工作对

于2023年促进经济的复苏也起到助力作用。

在苏海南看来，有些体制内的大型企业，特别

有些建筑企业，对于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该付的一

定要付。中小微企业可能要结合实际情况精准妥

善处理企劳关系，正确认定欠薪，并且追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因城施策，支持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

房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2年第四

季度例会提出，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需求，做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金融服务，维护

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国家把新市民、年轻人作为未来支持住房平

稳发展的生力军，意味着过去的购房需求很难维持

下去，必须要寻找楼市新生的、可持续的力量。”广东

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提

到，珠三角新市民、年轻人的住房自有率只有50%左

右。新市民为主，意味着租购并举，大力发展保租

房，而不是原来的商品房，特别是高价商品房。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百城新房

价格累计下跌0.02%，为8年来房价累计首次出现

下跌。住房信贷支持和楼市政策松绑，对于今年

房价形势影响多大？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总监严跃进表示，在需

求端保障新市民住房需求的政策基调，对于2023

年的房地产市场有积极作用。信贷成本降低、额

度增加，首先是影响市场交易量，有助于进一步促

进房地产市场。房价总体还是能够保持稳定，主

要是在于需求端的保障。

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有效改

善了市场主体预期。特别是2022年实施大规模

增值税留抵退税，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和退税缓税

缓费超过4万亿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对此，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表示，2023

年仍会继续减税降费，但规模可能会低于2022年

的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等3.7万，主要缘于2022

年留抵退税力度超预期、达2.3万亿元。

赵伟认为，2023年的减税降费方向重点可能

有两个方面，一是保护市场主体、促进就业，针对

中小微企业、创业就业等减税缓税；二是促进投

资、产业升级转型的，对制造业企业、科技型企业

的投资和研发税收的优惠政策。

温彬预计，2023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

3万亿元，高于上年预算设定值5000亿元，但比上

年实际执行值少了1万亿元，这主要是因为大规

模存量增值税留抵退税实施后，2023年的增量退

税空间十分有限，企业端减税降费力度将会降低，

居民端支持力度将会更大。

据中新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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