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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年化收益率的意思2.5等于多少年利率（7日年化收益率2%,一万一天是多少）

前几天提及短融 ETF，就有读者留言说应该和逆回购比较下。

看过 EarlETF
早年的推文，应该知道我当时写过不少逆回购，尤其是类似年末、半年节点和大型
IPO 的潜伏良机。

不过，伴随市场整体利率水平低迷，其实我是越来越少参与逆回购，甚至在我看来
散户去学习逆回购，甚至有点吃力不讨好。

这里，就做个分析对比。

逆回购的对比对象，还是先用华宝添益 ETF 吧。

下图是上证所披露的 7 日逆回购 (GC007) 定盘利率和华宝添益 7
日年化收益率的对比，可以看到大多数时候逆回购都是高于华宝添益，尤其是类似
6 月底这样的时段，甚至会出现阶段性的飙升。

咋看，逆回购很美，收益优于货基 ETF。

但是，一旦考虑交易成本，就没那么美了。

目前，逆回购采用的是按资金比率和天数叠加的固定比率佣金，1
日逆回购是十万分之一，7
日逆回购则是十万分之七，平摊下来每天也是十万分之一。

对于当下低迷的逆回购利率，这是一个极大的损耗。

以 1 日逆回购 1.5% 为例，理论上 10 万元逆回购，1 天可赚利息
100000*0.015/360=4.17 元。

然而，由于需要支付十万分之一的手续费，所以实际到手的利息，只是 3.17
元，对应的实际利率仅为 1.14%。

当然，实际的利率，因为不同交易日的实际占用天数不同，所以试算要复杂许多。

逆回购的真实收益，集思录有一个试算功能，下图是 8 月 11 日的数值，可以看到
7 日逆回购实际可用年化，会从 1.515% 的报价利率，扣费后缩减至 1.254%

显然，相比名义利率，扣费后的吸引力是下降的 —— 甚至会显著低于货基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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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华宝添益，则是另一个计费模式。

按照每份 100 元简便计算，万份即 100 万元，每天的收益是约为 40 元。

如果买卖华宝添益需要正常缴付佣金，按照万分之一的佣金费率计算，双边下来就
是 200 元，差不多是 5 天的利息收入。

但是，目前大量券商针对类似华宝添益、银华日利这样的货基 ETF
是豁免佣金的，华宝添益最后一次发布清单是 2020 年初，合计有 75 家。

这意味着如果你是相关券商的用户，是可以零成本买卖货基
ETF，相比逆回购就赢在起跑线上了。

至于之前提及的海富通短融 ETF，也有公布过清单，最新的是 2022 年 7 月 20
日的，一共 45 家。

当然，货基 ETF 或者短融
ETF，对于散户而言，相对逆回购的优势不仅在收益，还在于方便。

逆回购这东西，是要定期操作的，1 日逆回购每个交易日需要操作，7
日逆回购虽然只需要 7 天操作一次，但操作后资金就要锁定 7
天，流动性是不如货基 ETF 之类的。

所以对于普通散户资金暂存，其实货基 ETF 或者短融 ETF
用用足矣，用逆回购的学习成本，有些浪费。

你或许会问，那逆回购这个品类存在的意义何在呢？

第一，确定性。逆回购在卖出拆借出资金时，利率和未来的利息就是确定的，这点
适合风险极度厌恶的交易者。相比之下，哪怕是华宝添益之类货基
ETF，理论上还有折溢价的变化导致你的单日收益是无法预估的；

第二，流动性。沪市 1 日逆回购日均成交轻松过 1 万亿元，7 日逆回购也是一般在
一两千亿元水平，相比之下华宝添益和银华日利近期每日成交一两百亿元，短融
ETF 更是只有三四十亿元，流动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如果你是散户，你不需要对盈利金额那么确定性的预期，也不需要万亿级的
流动性，那么货基 ETF 和短融 ETF
在大多数时间(除了类似年末这样的资金收紧窗口)从收益上就更有优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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