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招商银行荣耀积分卡(招商银行积分活动)

上期聊了下关于银行的现金奖励，似乎感兴趣的朋友不多。

这里也在贴下：关于灵活用工和现金奖励发放的一些小知识，你知道多少？

受限于当下的监管政策，大家熟悉的银行，除了极少数基本都推出了“积分商城”
。

但真正把积分和积分商城用得好的，其实也就那么几个银行。

同时在实际经营过程中，也有不少银行开始搭建了自己的会员等级和对应的福利体
系。

指定等级的会员可以，每月收获相应的实物奖励和电子礼品券等。

本期的内容，咱们就聊聊银行积分、礼品发放的几点信息。

一、“银行积分”和“礼品”

先说“银行积分”这玩意，其实在信用卡方面已经被玩得“炉火纯青”了。

积分本身其实就是一串数字，没有实际价值。

但是积分在银行的“积分兑换”服务加持之下，是可以兑换各种“礼品”或“服务
”。

以招商银行的信用卡积分为例，除了常见的实物礼品、电子礼品卡之外，还能抽奖
、兑换服务、直接抵扣还款等。

放在存款的场景中，有时候可以拿到银行积分，这点也越来越普遍了。

至于银行为什么要发放积分？这点不在本篇的讨论范围（大家都懂）。

结合“现金奖励”的部分，有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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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肯定会好奇问，
银行给我们发积分、拿积分兑换礼品，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呢？

答案是，2个行为都不会涉税。

企业在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过程中向个人赠送礼品，属于下列情
形之一的，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个人按
消费积分反馈礼品。

文件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1〕50号）

因此，储户本身并不涉及税费问题。

背后的逻辑，是用户使用积分兑换礼品的行为，视作银行赠送货物。属于无偿赠送
货物，应当视同销售，按照货物适用的税率缴纳增值税。

当然如果是银行本身的金融服务，则没有对应增值税。

再说“礼品”这个。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公司赠送给客户的礼品，理论上是需要代缴个人所得税的。

除非是以下场景：

企业在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过程中向个人赠送礼品，属于下列情
形之一的，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1.企业通过价格折扣、折让方式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

2.企业在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同时给予赠品，如通信企业
对个人购买手机赠话费、入网费，或者购话费赠手机等；

3.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个人按消费积分反馈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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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情况下，大概率银行是会按以上的情景去套用。

但是，实际上有一个场景，其实是值得我们关注下的。

就是“抽奖”。

正常情况下，抽奖获得礼品，是需要由赠送礼品的企业代扣代缴。

*这个实际会不会如此操作，就看对应的银行，没实物中奖过，哎....

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顾客，给予额外抽奖机会，个人的获奖所
得，按照“偶然所得”项目，全额适用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严格意义上来看，关于积分的部分，无论是对于用户还是“银行”来说会更合规。

看到这里，聪明的朋友，应该不难发现了。

总结下：当下选择某些产品时，其实拿积分比直接拿“现金奖励”略“合适”一些
。

但是，积分最大的问题在于会有漏损。

很少有那个积分商城可以去报积分100%无损兑换的。

当然，如果金额极大的情况，基本就可以忽略这个问题了。

二、积分&礼品的“折现”

关于“折现”的话题，应该是不少朋友最为关心的。

之前也简单出过一期聊过，但也没有聊得非常深入，这里稍微展开下。

积分折现：积分转让

部分银行支持积分转让，理论上可以就可以直接“卖”积分，主要有发积分红包、
赠送积分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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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流的积分积分来看，市场参考行情价：990-998
（市值1000元，对应997、998元）。

当然，有些积分无法转让，只能兑换礼品。

礼品兑换：电子支付券

常见的电子支付券有3类，微信立减金、支付宝生活缴费券、云闪付红包。此类券
，基本都是基于3个大的三方支付主体衍生出来的。

使用场景方面，基本上大多数的支付场景都可以适用。比如生活缴费（水电费）、
信用卡还款、某呗还款等等...

甚至有些渠道充值后提现，还是无损出来。

但这个充值后的体现，并不建议操作。以微信立减金为例，如“余额提现”视作“
退款”操作的话，存在损失微信立减金的可能（概率较低）。

这个部分，跟积分转让差不多，
市场参考行情价：990-998（市值1000元，对应997、998元）。

礼品兑换：电子卡券

常见的电子卡券，京东E卡、天猫超市卡等等。这种种类实在太多了，但京东E卡肯
定算是硬通货之一了。

回收通路不少，比如阿里的“海鲜市场”官方回收，可惜94折的价格太“辣手”。
如果图安全，那确实值得考虑下。

如果找一些“黄色”的牛的话，
市场参考行情价：97、98（市值100元，对应97、98元）。

礼品兑换：实物礼品

这个通路，基本就阿里的“海鲜市场”，通过闲置转让了。

价格很多时候，让人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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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下：折现本身不难，关键是信息源。参考价我都给了，别再被“低价”收了。

三、再次强调下“积分”、“礼品”风险

很多朋友，其实都只关注于“积分”的贬值风险。

当下，估计玩卡的朋友应该很清楚，不少信用卡积分确实时有发生积分贬值、权益
贬值的情况。

但是，“信用卡积分”和当下这些银行发放的积分，还是有很大差别。

个人，暂时看到这块“贬值”的可能。、

之前也说了，如果一旦“贬值”，产生的客诉就不是银行一时半会儿能承担的。而
且极有可能，因此带来巨大的“流动性”风险。

因此，不到“特别情况”，可能性极低。

相反，另外有2个风险，产生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1.长期兑付的积分，未来可能面临合规性的考验，极小概率会缺失或部分缺失积分
奖励；

2.电子卡券种类的缺失和“部分使用限制”，引发的“折现”难或者“折损”高的
情况；

所以，当下，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于短期灵活。

一方面，及时折现，将“漏损”降到最低；

一方面，风声不对，还能及时“扯呼”；

虽然概率极低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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