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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部部分分银银行行
上上浮浮首首套套房房贷贷利利率率
额度收紧，购房者被迫“加价”拿贷款

文/片 本报记者 姜宁

省城有银行
首套房贷利率上浮20%

“基本都是基准利率，从
5月份开始房贷政策收紧，我
们也跟着从九折利率提高到
了基准利率。”济南市一家外
地法人银行的支行行长耿先
生告诉记者，其实济南本地
的银行从去年年底就已经提
高首套房贷利率，像一些大
型国有商业银行更是在半年
前就取消了九折优惠。“像我
们这样5月才提高的银行，十
分罕见。”

而在一家大型国有商业
银行的山东省分行营业厅内，
负责贷款业务的张经理说，目
前该行首套房仍然执行基准
利率，二套房执行上浮10%的
政策。相比于房贷利率政策来
讲，张经理表示今年变化最大
的是银行房贷规模的缩减。

“规模确实控制得比较严格，
实际放贷金额降了不少。”

在采访中，包括工、农、
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
及青岛银行和青岛农商银行
在内的六家银行都在执行“首

套房贷基准利率为主，二套房
贷上浮10%”的政策，平安银
行则是“首套房贷款为基准利
率，二套房贷款上浮20%”，此
外，莱商银行、兴业银行则表
示在首套房贷款利率方面，除
了基准利率之外，还会对部分
合作楼盘和合作客户给予九
五折利率优惠。

不过，在采访中，民生银
行和中信银行则表示已于近
期上调了在济南地区的房贷
利率。民生银行济南分行一位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6月
28日开始，民生银行济南分行
首套房贷款利率调整至上浮
20%，二套房贷款利率调整至
不低于首套房利率水平。另外
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的一位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该行一二套
房贷款利率都为上浮15%。

以往半月拿到贷款
现在要等两三个月

“虽然房贷利率提高了，
但更重要的却是下款速度慢
了。”张经理说，因为控制风
险缩减额度等因素的影响，
今年房贷规模减少了很多，
以往半个月拿到的贷款要等
两三个月才能拿到。事实上，

这种严控规模的行为从今年
年初就已经出现。今年 3月
份，李先生看好了济南市东
部的一处商品房，当初找了
该楼盘的合作银行，提交了
房贷材料。“当时申请的时候
还是9折优惠，现在都提高到
了 基 准 利 率 ，但 还 是 没 批
准。”李先生说。

对此，一家城商行的业务
部门中层领导对记者分析
称，今年各家房贷规模减小，
除了调控因素之外，很大程
度上还是市场方面的原因。

“今年资金荒问题比较明显，
你从SHIBOR利率和理财收
益率就能看得出来，资金面
不足之后，就没有那么多钱放
款，下款速度慢也就可以理解
了。”

“现在大多数银行都将首
套房贷维持基准利率，但为什
么会有一些人反映利率上升
呢？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
则是银行房贷利率从来都是
差别化评级，因为工资收入、
往来信用记录、工作单位性
质等方面的影响，每个人拿
到贷款的利率会不同；二则是
现在因为下款速度慢，部分购
房者被迫‘加价’拿贷款。”张
经理说。

文/片 本报记者 姜宁

6月21日，兴业银行青岛
香港花园社区支行正式停业。
该地位于青岛市南区繁华地
带，住宅每平方米均价超过2
万元，市场潜力巨大。但即便
如此，社区支行终究败退而
去。兴业银行并非是个例，整
个6月份，全省共有24家银行
网点停业，上半年这一数字则
高达64家。

“之前去他们网点看过，
谁知现在说是已经不做了。”
兴业银行青岛香港花园社区
支行停业后，周围一位住户
说，在香港中路沿线开了一些
社区支行网点，平常经常看到
网点门口堆放着积分兑换的
生活日用品。“活动比较多，有
一些银行还给储户每个月送
鸡蛋，但往往这家送完了，又
有银行出更多的好处让我们
把钱存到他们那里。”

银行转型大潮下，作为
“重资产”的物理网点也成了
淘汰的对象。根据公开数据显
示，2017年上半年全省共有64
家银行网点停业，其中包括农
村商业银行、工商银行、邮储
银行、交通银行等大型商业银
行；而在2016年和2015年，这
一数据仅为34家和15家，三年
来，全省银行网点停业数呈逐
年翻倍的态势。

在这些已经停业的银行
网点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于
农村商业银行，另外还包括
了高档小区的社区支行，甚
至还有一些停业网点位于

“金融街”或者“金融新区”。
“经过了这几年的震荡发展
之后，银行逐渐变得理性了
起来，不再讲究大量铺点，而

是追求利润率，并且一些基
层支行分理处根本就是不托
底的，一旦亏损太多就要坚
决关闭。”省内一家农村商业
银行的中层领导对记者透
露，网点关闭并非省联社的
统一安排，这只是在银行业
新形势下的无奈之举。

华夏银行青岛福州南路
支行已经搬迁了一年多的时
间，但作为金融区来讲，这确
实是个“宝地”。邻近的福州南
路和香港中路十字路口处，东
北角是原中国银行山东省分
行，东南角是佳世客商业体，
西南角是青岛银行总行行政
楼，而华夏银行福州南路支行
还是从西北角搬走了。

“主要是竞争压力太大
了，这周围一平方公里内少说
也有十几家银行，还有数不清
的互联网金融公司，这样一个
如狼似虎的竞争环境下，银行
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青岛
金融业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
者，当初各家银行扎堆往香港
中路沿线跑，这一年多的时间
里已经有三五家悄然离去。

作为省会的济南也是如
此，此前，浦发银行也有两家
位于闹市地段的营业网点主
动申请停业，这其中很重要的
原因也是利润率考虑。“很多
银行支行网点，存款额只有一
个多亿，而且这几个月也处于
停滞或者下滑的状态。”一家
外地城商行的章丘支行行长
说，只有一两个亿的存款，贷
款还放不出去，很难维持庞大
的网点开支。“现在一个上点
规模的支行每年就要花几百
万，而初始花费更是惊人，单
论人工成本，20个员工每年就
要花掉300万。”

日前，记者走访济南十多家银行了解到，已有两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于近期上浮首套房贷款利
率，但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大多数股份行、城商行在首套房方面仍然维持基准利率政策。一位国有
商业银行的个金部负责人表示，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放款会拖很久，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很多
购房者为了提前拿到贷款而被动“加价”，所以经常会有人反映银行明明是基准利率政策，实际拿到
手的却是上浮5%或10%。

“重资产”的物理网点成了包袱

上上半半年年全全省省
6644家家银银行行网网点点停停业业

济南一市民正在银行办理房贷业务。

新形势倒逼传统银行做出改变，适应互联网经济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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