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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力量驾到，通存通兑退位让贤

2

出国留学那些事儿

预先开立海外账户，让您出国无忧！

老刘：小薛啊，孩子留学的学费可
以汇给学校，那要汇生活费怎么办啊？

小薛：这个好办。中国银行的出
国留学金融服务是全方位的，我们可
以代理开立海外账户。它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减免中转费。咱们往国外汇
款，大都需要国外银行中转，每中转一
次都会产生中转费，这个费用要从收
款人收到的钱里扣除。但是如果您往

预先开立的海外账户汇款的话，可以
免除中转费或者只收取少量的费用。

老刘：嗯，这样确实方便。在你的
帮助下，孩子出国留学这些事儿，我该
准备的都准备好了，但总觉着给她准备
的钱有点儿少啊。我有一笔钱明年才
到期，听说你们中行可以贷款？

小薛：是的，中国银行外汇留学
贷款就是专门给出国攻读学士及以

上学位的留学生提供的，可以用作
学杂费和短期生活费，贷款额一般
不超过费用（学杂费和生活费）总额
的80%。

老刘：那贷款利率是多少？
小薛：贷款利率是以伦敦同业拆

借利率为基准并加点确定的。目前，
全球利率水平都不高，所以外汇贷款
利率一般低于人民币贷款利率。而

且，外汇留学贷款偿还的币种是外币，
所以在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下，实际所
付的钱是逐渐减少的，非常划算。

老刘：有道理。那过两天我就去
办理海外帐户和留学贷款。

小薛：好的。在此期间，你和孩子
有出国金融服务方面的事儿，可随时
给我打电话，办公室64897198，手机
13603886503。

□席升阳

面对通存通兑被叫停，实在无
语。这是银行利益与百姓便利的博
弈，最终双方“同归于尽”。

5 年前，央行在全国范围内开
通通存通兑业务。储户在银行间进
行存款转移不需要手拿现金，“一折
一卡走天下”的便利实在是好。

可是，叫好并非叫座。该业务
的手续费较高，使得“便利”的成本挡
住了“便利”的通道。再加上ATM机、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以及第三方支付
平台以超低手续费或者免费的方式迅
速抢滩，通存通兑寿终正寝已成必然。

痛定思痛，通存通兑是否必死
无疑？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通存通兑不是没有市场。尽
管崛起的电子银行大面积抢滩市
场，但是，仍然有很多 50 岁以上的
中国大妈、中国大伯对这些数字
化、智能化的财富转移方式望而生
畏，他们更希望通过通存通兑来减
少路途的奔波与携带现金的不便。

诚然，银行提供通存通兑会产
生各种服务成本，包括人工、机器、
软件等各方面的投入，收费无可厚
非。但是，收多少合适是一个利益
与服务理念的考量。直白地说，银
行若把手续费看成盈利点的话那真
是太低智商了，银行是在存贷款利
率的差价中获利的。若某一银行将
通存通兑的手续费取消，那么，中国
大妈、中国大伯为何不把钱存进来
呢？这才是银行的利润源。

通存通兑死在了手续费上，这就
是手续费的负能量！它不仅减弱了
银行的获利能力，也影响了银行的形
象：什么钱都赚。为了赚钱，银行挖
空心思地给自己的客户制造麻烦。

通存通兑能活过来吗？可以。
技术不是问题，需求不是问题，只要
把手续费取消或降至可忽略不计的
程度。

（作者系市金融专家委员会主
任、洛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首席研
究员、河南科技大学教授）

什么是通存通兑？通俗易
懂的说法就是拿着某银行的存
折或卡，可以到其他银行办理
存取款、转账、查询等业务，简
单地说就是“一卡（折）在手，走
遍神州”。当然，前提条件是客
户所持的存折或卡的开户行加
入了央行的小额支付系统，同
时客户也开通了这项业务。

通存通兑的显著优点是，
可以避免“现金搬家”。如您
在购房、买车的过程中，无须
把大量现金从开户行“搬运”
到收款方指定的银行，只要进
行跨行转账即可，这样更加安
全。另外，该业务的使用者还
可以就近选择银行办理业务，
省时省力。

按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业
务，怎么会被叫停呢？有媒体
报道，央行对此的解释是业务量
太小。目前，人民银行小额支
付系统全国日均处理通存通
兑业务仅220笔。

近日，洛阳晚报记者在我市
几家银行网点进行了走访，了
解 到 的 情 况 印 证 了 上 述 说
法。在南昌路工商银行一网
点，当洛阳晚报记者询问一名
姓张的老人是否办理过通存
通兑业务时，他表示没听说
过，根本不知道记者所说的是
什么。

在延安路交通银行一网
点，一名刚取过钱的女士同样
表示没有办理过通存通兑业
务。她说，自己平时存取款一
般都是通过自助设备完成的，
转账、交话费、购物等都是通
过网上银行完成的，她觉得既
方便又快捷。

工商银行洛阳分行个人金
融业务部邱经理告诉洛阳晚报
记者，从该行的业务量统计来
看，约60%的业务都是通过网
上银行办理的，加上自助设备、
柜面等渠道，使用通存通兑的人
少之又少。

通存通兑叫好不叫座

通存通兑不受宠的另一
个原因是手续费太贵。据了
解，大部分银行将该业务的
手续费费率定为交易金额的
1%，最低 10 元，最高 200 元
或 100 元，而市民从 ATM 机
上跨行取款，大部分银行的
手续费仅为 2 元一笔，使用
手机银行等，有些银行甚至
是零收费。

的确，使用它的人太少

了，以至于许多人根本就不知
道它的存在。然而，大家忽略
了，在通存通兑被冷落的背
后，是技术的进步。通存通兑
的退出，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
的必然。

在通存通兑退出历史舞台
的背后，是银行网点的增加，
是自助设备的遍地开花，是网
上银行的普及，是手机银行的
流行……

实惠又便捷的替代品越来越多

□记者 宋锋辉

本月初，小额支付系统通存通兑业务退出了历史
舞台。它的离去，犹如洛河里一个水泡悄然破裂消失，
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使用者太少，它默默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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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搬着现金
往返各银行很不方便

开通通存通兑
业务后，可“一折一
卡走天下”

现在，电子银
行兴起，不用去银
行也能办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