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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R迎年内最大降幅，企业居民融资迎利好

部分地区百万房贷25年利息减少超24万
LPR双双下调25个基点

2023年12月，1年期LPR为
3 .45%，5年期以上LPR为4 .2%。本
次下调前，根据央行公告统计，今
年以来，LPR已进行了不对称调
整，其中1年期LPR在7月下调10个
基点，最新报3 . 35%；5年期以上
LPR报价在2月、7月分别下调过25
个基点和10个基点，最新报3.85%。

此次双双下调25个基点后，1
年期LPR降至3 . 1%，5年期以上
LPR就来到了3.6%。

“历史最低利率来袭”

LPR下降会带来什么影响？
作为贷款利率定价的主要参

考基准，LPR的每一次调整，都直
接影响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

在LPR的带动下，贷款利率进
一步下行。央行新发布的一组数据
印证了这一趋势：9月，新发放企业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 .63%，比
上年同期低约21个基点；新发放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 .32%，比上
月低约2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低约
78个基点，均处于历史低位。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企业的贷
款利率进入“3时代”，各地新发放
房贷利率明显下行，存量房贷也将
迎来批量调降。此次LPR再次下
降，将给企业、居民带来哪些实实
在在的好处？

以房贷利率为例，对于即将贷
款买房的人来说，LPR下降会带动
新发放的房贷利率进一步下行；对
于存量房贷借款人来说，今年LPR
已下降60个基点，加上10月25日存
量房贷利率将进行批量调降，房贷
负担会进一步减轻。

如果有借款人正好在此次“降
息”后迎来重定价日，立马能享受

到存量房贷利率降至3.3%的利好。
以北京为例，前期北京首套房

贷利率最低加点是55个基点，此次
将最低加点降至减30个基点，再加
上今年LPR已下降的60个基点，不
少人的存量房贷利率可累计下降
145个基点。按照100万元贷款、25年
等额本息的还贷方式计算，房贷利
息总额减少超24万元，每月月供减
少超800元。

已有开发商发海报称“历史最
低利率来袭，置业正当时”。

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
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

“此前预期降息20个基点，此次降
息25个基点，超过市场预期。一方
面四季度商品房市场止跌企稳的
要求较高，另一方面三季度商品房
销售压力大，导致全年指标完成的
压力骤增，需要大幅度降息。”在李
宇嘉看来，现时各地购房需求以刚
需、刚改为主导，对利率、税费等成
本比较敏感。

助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LPR下降的好处不止于此。
“LPR下降传递出稳投资、促消费
的政策信号，有助于持续扩大有效

需求，增强发展内生动力。”中国民
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近
期，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稳楼市、
稳股市等一揽子金融政策，这些政
策和降息降准政策一起，打出“组
合拳”，对提振信心、稳定预期将持
续产生积极作用。

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提出“实施有力度的降息”，
次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调政策利率
20个基点，并带动各类市场基准利
率下降。因此，对于此次LPR跟随
政策利率下降，市场已有预期。今
年以来，货币政策持续发力，银行
让利实体经济的力度也持续加大。

10月，做好四季度经济工作对
于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
期目标任务至关重要。在此背景
下，需要进一步精准施策降低融资
成本,为企业纾困解忧,让企业轻装
上阵；减轻居民利息负担，进一步
提升消费能力。

为了促进社会融资成本进一
步降低，多方在发力。

存款利率和LPR同步下行，为
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创造空间。
10月18日，国有大行已主动下调存
款挂牌利率，降幅从0 .05个百分点
至0 . 4个百分点不等。这有利于降
低银行负债成本，对稳定净息差
形成支撑，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的可持续性。

加大货币政策力度，为银行提
供长期低成本资金。与其他主要经
济体央行相比，我国存款准备金率
还有一定下调空间。日前，央行行
长潘功胜表示，年底前视市场流动
性情况，择机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
金率0.25个百分点至0.5个百分点。

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见
效，社会融资成本有望进一步下
降，扩大有效投资，激活消费“主引
擎”，助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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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A股三大
股指全部高开，分别为
0 . 44%、0 . 81%、0 . 74%。
开盘后，指数震荡上扬，
沪指触及0 . 89%，深证成
指触及1 . 99%。

临近午间，指数集体
发 力 ，最 终 分 别 收 涨
0 . 82%、1 . 95%、2 . 10%。
全市超4100只个股上涨，
半日成交额 1 . 4 3万亿
元，较上一日大幅放量
4484亿元。

午后，三大股指震荡
走低，沪指收涨0 .20%，深
证成指收涨1 . 09%，创业
板指收涨0 . 69%。全市成
交额2 . 23万亿元，较上一
交易日放量983亿元。

与三大股指不同，北
证50指数全天十分活跃，
早晨高开4 . 58%，20余只
个股涨超20%，午间收涨
13 . 99%，创下历史新高，
50只成分股全部飘红。午
后，指数继续冲高，最终
收涨16 . 24%，创历史收
盘新高。自9月24日以来，
北证50指数上涨迅速，累
计涨幅超过109%。

分行业板块来看，半导体
板块领涨半日，午间涨近10%，
华岭股份、凯德石英、国民技术
等十余只个股涨停。午后，涨幅
回落，最终收涨3 . 91%。

军工电子后来居上，收涨
6 . 78%。亚光科技、盟升电子、

天和防务等7只个股封板。
计算机设备、军工装备、非

金属材料、光伏设备涨幅居前，
均 超 5 % 。游 戏 板 块 收 涨
4 . 99%，成分股全部飘红，中青
宝、完美世界、姚记科技涨停。

证券板块领跌1 . 66%，仅
天风证券等4只个股飘
红，海通证券、国泰君安
领跌，东方财富跌超3%。

消息面上，回购增持
再贷款政策紧密落地推
进。10月20日晚间，首批
获得股票回购增持再贷
款A股公司名单出炉，共
计23家。10月21日，同花
顺新增回购增持再贷款
概念，收涨5 . 46%，福赛
科技、东芯股份、通裕重
工、山鹰国际涨停。

展望后市，中信建投
研报表示，“重估牛”中期
逻辑仍在，政策线索持续
验证中。短期经济与政策
预期修复，市场快速回调
之后也逐步稳住阵脚，情
绪有所改善。目前仍处牛
市第二段“拉锯战”，可用
牛市中的震荡期来看待。
投资者需要保持战略耐
心，基本面复苏预期的确
立还需要更多条件和时
间。

中信证券认为，市场
当前仍处于活跃资金主
导的政策预期博弈交易

阶段，散户资金脉冲式持续入
场。这种市场特征预计仍将持
续一段时间。待政策落地起效、
价格信号验证企稳后，机构资
金或将迎来积极入场时机，稳
步上涨的行情将持续较长时
间，届时，绩优成长和内需板块
预计将持续占优。

10月21日，新一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发布，1年期
和5年期以上LPR双双下降25
个基点，1年期LPR降至3 . 1%，
5年期以上LPR降至3 . 6%。这
是今年以来LPR第三次下降，
也是降幅最大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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