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定期储蓄存款转存的主要目的是存款利息最大化。在定期储蓄存款转存与不转存的决策中，要充分发挥整存

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较高的优势，将预计存款天数分解为若干段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时段，化活期储蓄为定期储蓄，

这样不但可获得较高收益，而且具有应对再次加息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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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存利息平衡分界点的计算及其不当之处

2007年 9月 15日，中国人民银行年内第五次加息，一年

期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利率由原来的 3.60%提高到 3.87%，

其他年限的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利率也相应地提高了

0.27%。在中国人民银行频频加息的背景下，百姓存在银行的

定期储蓄存款是否应当转存？应当如何转存？目前较为流行的

测算方法是先计算转存利息平衡分界点，公式为：

转存利息平衡分界点=一年的天数伊现存单的年期数伊

（新定期年利率-现存单的定期年利率）衣（新定期年利率-活

期年利率）

根据该公式可计算出：一年期定期储蓄存款转存利息平

衡分界点=360伊1伊（3.87%-3.60%）衣（3.87%-0.81%）=31.765

（天）。下面用实例来说明并探讨上述方法。

例 1：某储户于 2007年 8月 17日存入银行一年期整存

整取定期储蓄存款 10 000元，假定存入当天存款年利率为

3.60%，该存款到期利息为 360 元（10 000伊1伊3.60%）。如果

该储户于转存利息平衡分界点即原起存日的第 31.765 天

（2007年 9月 18日）支取存款并转存，则该储户从原起存日

至 2008 年 8 月 17 日全程利息为：10 000伊31.765伊0.81%衣

360+10 000伊3.87%伊（360伊1-31.765）衣360=7.147+352.853=

360（元）。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在利息平衡分界点转存，转存前

（2007年 8月 17日至 2007年 9月 18日）减少的利息恰好等

于转存后（2007年 9月 18日至 2008年 8月 17日）增加的利

息，转存后全程存款利息恰好等于原存款到期利息。若已存天

数大于 31.765天，就不要转存；若已存天数小于 31.765天，就

可转存，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息。

上述计算过程存在两大假设：淤转存时不计复利；于转

存后的存款仍为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总存期不变。但

是，假设淤与实际不符。储户转存时从银行取出的本利和为

10 007.147元（其中利息 7.147元，再次存入银行的本金应当

是 10 007.147 元，而不应当是 10 000 元。另外，转存日 2007

年 9月 18日至 2008年 8月 17日的利率按一年期整存整取

利率计算不尽合理。转存当日 2007年 9月 18日按一年期存

入，到期日应为 2008年 9月 18日，2008年 8月 17日该存款

尚未到期，该日是无法按一年期定期储蓄存款利率取得

352.853元现金收益的，这只是一种预期收益。而未转存的存

款却能在 2008年 8月 17日取得现金收益 360元，是现实收

益。转存后如果一定要在 2008年 8月 17日取款，只能按活期

储蓄存款利率计息。从最初起存日 2007年 8月 17日至 2008

年 8月 17日，按上式两者计算所得利息收益虽然相同，但利

息收益实现时间不相同。转存与不转存，两者利息的比较，应

当在利息收益实现时间相同的基础上进行。

二、如何确定定期储蓄存款是否应当转存

1. 转存后取款日为原存款到期日。承上例，某储户于

2007年 8月 17日存入银行一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 10 000

元，到期日为 2008年 8月 17日，按存款日利率计算到期利息

为 360元。中国人民银行提息日期为 9月 15日，至 9月 18日

止，该存款已存天数为 31天，如果转存后取款日仍为 2008年

8月 17日，该存款转存后的存期只剩 10个月零 30天。根据

利益最大化原则，9月 18日取款后，可以先将本利和存 6个

月定期，至 2008年 3月 18日期满支取后转存 3个月定期，最

后于 2008年 8月 17日取出。整个存款期的本利和=10 000伊

（1+31伊0.81%衣360）伊（1+3.42%衣2）伊（1+2.88%衣4）伊（1+60伊

0.81%衣360）=10 265.22（元），其中利息收入是 265.22元，比不

转存少得利息 94.78元，转存极不合算。

如果该存款在 2007年 9月 14日存入，在 9月 15日即原

存款日的第二天转存，是否就合算呢？计算结果表明，采用上

述方法存款，在已存天数仅仅为 1天时，如果转存后的存款到

期日不变，到期日的本利和为 10 265.21元，利息为 265.21

元，仍比原定期储蓄存款 360元的利息少 94.79元，转存是不

合算的。

上述结果表明，一年期整存整取储蓄存款不存在转存利

息平衡分界点。原因是：转存后总存期虽然不变，但存款是分

段存入的，整个存期任何一个时段的利率都低于原定期储蓄

存款利率，因此转存后整个存期的平均存款利率低于原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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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存款利率。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在原定取款日期不变

的情况下，一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不应转存。同理，对

于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如果原定

的取款日期保持不变，仅仅考虑经济利益，也不应转存。

2. 转存后的存款仍为原定存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

定原定期储蓄存款是否应当转存呢？

例 2：某储户于 2005年 11月 13日存入银行三年期整存

整取定期储蓄存款 10 000元，假定当日三年期整存整取定期

储蓄存款年利率为 4.95%。2007年 9月 15日，中国人民银行

将三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调高至 5.22%。该储户

于 2007年 9月 19日才得知调息消息。这时该存款已存入银

行 1年 10个月零 6天。现在需要确定转存是否有利。

方案一：2007年 9月 19日转存。转存后仍为三年期整存

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存款到期日为 2010年 9月 19日。从2005

年 11月 13日计算起，整个存期为 4年 10个月零 6天。我们

把整个存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转存前，存期 1年 10个

月零 6天，年利率 0.81%；第二阶段，转存后，存期 3年，年利

率 5.22%。

方案二：2007年 9月 19日不转存。为了在存款期限相同

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我们假设，在原存款期满当天即 2008年

11月 13日也将当日取款的本利和一并存入银行，存期为 1

年 10个月零 6 天。整个存期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存

期3年，年利率 4.95%；第二阶段，从原存款期满后至最后取

款日，存期 1年 10个月零 6天。遵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计划先

存一年期定期，利率 3.87%；然后转存 6 个月定期，利率

3.42%；再转存 3 个月定期，利率 2.88%，最后于 2010年 9月

19日取出，活期存款利率 0.81%。现列表计算两个方案的利息

收入如下：

上表计算结果显示，不转存方案明显优于转存方案：不转

存方案的利息收益比转存方案高 491.04元；在取款的灵活性

方面，不转存方案更优于转存方案；如果中途急需资金，不转

存方案下取款所损失的利息收益远远低于转存方案；在中国

人民银行频繁加息的背景下，如果存款中途又遇上银行调高

利率，选择不转存方案更合理。

上例说明，我们不必计算转存利息平衡分界点便可确定

自己手头的定期储蓄存款是否应当转存。步骤如下：

淤确定已存天数。于计算转存存款全程本利和（利息）。转

存存款全程本利和=原存入金额伊（1+已存天数伊活期存款利

率衣360）伊（1+原定存期伊新定期年利率），转存存款全程利

息=转存存款全程本利和-原存入金额。盂将“已存天数”分为

四段：年段数（以 1年、2年、3年整数计算）；6月段数（以 6个

月为一单位计算）、3月段数（以 3个月为一单位计算）；日段

数（不足 3个月的天数）。如果已存天数不足 1年，则年段数为

0；如果已存天数不少于 1年但未满 2年，则年段数取 1；如果

已存天数不少于 2年但未满 3年，则年段数取 2……已存天

数减去年段数以后的天数如果不足 6个月，则 6月段数为 0；

如果不少于 6个月，则 6月段数取 1；以此类推。榆计算不转

存存款全程本利和（利息）。不转存存款全程本利和=原存入

金额伊（1+原存单存期伊原存单利率）伊（1+年段数伊相应利率）

伊（1+6月段数伊存期为 6个月的新利率衣2）伊（1+3月段数伊

存期为 3 个月的新利率衣4）伊（1+日段数伊活期存款利率衣

360），不转存存款全程利息=不转存存款全程本利和-原存入

金额。虞比较于和榆的本利和（或利息），确定是否转存。如果

于的本利和大于榆的本利和，则宜转存；否则不宜转存。

三、转存利息平衡分界点的科学分析

当转存后取款日为原存款的到期日时，定期储蓄存款不

存在转存利息平衡分界点，建议不要转存。在转存后的存款仍

为原定存期的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取款日为转存日加上

原定存期后确定的日期时，是否存在转存利息平衡分界点呢？

我们先分析一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的情况。

假设转存时“已存天数=6月段数 b伊180天（半年）+3月

段数 c伊90天（3个月）+日段数 d天”（其中 b、c、d都取整数，且

0臆b臆1，0臆c臆1，0臆d<90，以下计算过程中假设本金为 1）。

方案一：转存。本利和 f1=［1+（b伊180+c伊90+d）伊0.81%衣

360］伊（1+3.87%）。

方案二：不转存。本利和 f2=（1+3.60%）伊（1+b伊3.42%衣2）

伊（1+c伊2.88%衣4）伊（1+d伊0.81%衣360）。

当 b=c=0 时，本利和之差 f（d）=f1（d）-f2（d）=（1+d伊

0.81%衣360）伊（1+3.87%）-（1+3.60%）伊（1+d伊0.81%衣360）=

0.002 7伊（1+0.000 022 5d）>0。转存本利和大于不转存本利

和，宜转存。当 b=0、c=1时，本利和之差 f（d）=f1（d）-f2（d）=

［1+（90+d）伊0.81%衣360］伊（1+3.87%）-（1+3.60%）伊（1+2.88%

衣4）伊（1+d伊0.81%衣360）=-0.002 66-0.000 000 107d<0。转存

本利和小于不转存本利和，不宜转存。

在函数 f（d）=f1（d）-f2（d）中，不存在使 f（d）=f1（d）-f2（d）

=0的数 d，故不存在使方案一和方案二本利和相等的天数 d。

但从上述分析得知，当已存天数尚未达到 3个月时，宜转存；

否则不宜转存。

同理，两年期、三年期、五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也

不存在准确的转存利息平衡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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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00 1年10个

月零6天

0.81 10 150.41

咱注1暂

10 150.41 3年 5.22 11 739.96 1 739.96转
存

10 000 3年 4.95 11 485.00 11 485.00 分段

计算

12 231.00

咱注2暂

2 231.001年10个

月零6天

第 一 阶 段 第 二 阶 段 合 计

不
转
存

方

案

注 1院10 000伊渊1 +0.81% 冤伊渊1+306伊0.81%衣360冤=10 000伊1.008 1伊

1.006 885=10 150.41渊元冤

注 2院11 485伊渊1+1伊3.87%冤伊渊1+3.42%衣2冤伊渊1+2.88%衣4冤伊渊1+37伊0.81%衣

360冤=11 485伊1.038 7伊1.017 1伊1.007 2伊1.000 832 5=12 231.00渊元冤

利息收入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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