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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拟指导银行对存
量房贷利率进行批量调整，预计平
均降幅在0.5个百分点左右。预计
该政策将惠及 5000 万户家庭、1.5
亿人口，平均每年减少家庭利息支
出总数为1500亿元左右。

现代快报记者梳理发现，2023
年8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推动商
业银行有序降低存量房贷利率，调
整后存量首套房贷利率平均降幅
0.73个百分点。去年存量首套房贷
利率调降后，目前存量房贷利率仍

普遍在4%左右。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两

次调整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累计下降35个基点。数
据显示，多个城市新发放的首套住
房贷款利率降至3%附近，部分地区
甚至降至“2字头”。随着新增房贷
的利率越来越低，不少存量房贷贷
款人选择提前还贷。

“因为涉及的借款人很多，银
行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进行必要
的技术准备。”央行行长潘功胜在

24日的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央
行也在考虑指导商业银行完善按
揭贷款的定价机制，由银行、客户
双方基于市场化原则自主协商进
行动态调整。

发布会上，潘功胜明确表示，进
一步降低借款人房贷利息支出有助
于促进扩大消费和投资，也有利于
减少提前还贷行为，同时还可以压
缩违规置换存量房贷的空间，保护
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受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
暑期出行旅游需求旺盛、“七夕”节
假日消费等因素带动，8月份，江苏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94.1亿元，
同比增长 2.9%；线上消费增势良
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
络实现零售额321.3亿元，同比增长
12.8%。消费需求得到稳步释放，
全省消费市场延续增长态势。

网上消费保持较快增长。1—8
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
络实现零售额2683亿元，同比增长
18.3%，对限额以上零售额增长的

贡献率达 83.2%，网络零售占限额
以上零售额比重达 23.5%，较去年
同期提升 2.6 个百分点。1—8月，
全省限额以上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1.2%，拉
动全省限额以上零售额增长0.6个
百分点。8月份，全省限额以上新能
源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24%，拉动全
省限额以上零售额增长1.9个百分
点。此外，8月份，限上金银珠宝类、
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类商品零售额
分别下降13.4%、17.7%、4.1%。

现代快报记者从南京市统计局

获悉，2024年 1—8月，全市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发展质效逐步提升。
1—8月，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 额 5725.0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4%。进入8月以来，消费品以旧
换新优惠政策效应持续释放，相关
行业销售明显提升，家用电器和音
像器材类当月同比增长 17.7%，新
能源汽车零售额当月同比增长
18.2%。从累计看，1—8月，服装鞋
帽及针纺织品类、金银珠宝类、体育
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3.8%、5.4%、74.6%。

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南京社零总额5725.04亿元

新一轮存量房贷利率调降何时落地
南京有银行回应：待接到监管部门正式文件，将尽快依法有序推进落实

9月24日，央行宣布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引导商业银行将存量
房贷利率降至新发放房贷利率附近，预计平均降幅在0.5个百分点

左右。
时隔一年，央行再度释放存量房贷利率调降信号，不少贷款人关

心：我的房贷利率何时降下来？9月25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多家
南京地区银行称，已关注到存量房贷利率调整政策，但需等待中国人
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进一步通知。工商银行南京汉府支
行个贷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正在积极研究相关方案和具体操作细则，
待接到监管部门正式文件后，将尽快依法有序推进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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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月江苏经济“成绩单”公布
主要经济指标延续平稳增长态势，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

除了降低存量房贷利率，中国
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还明确：
全国层面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将不
再区分首套、二套住房，最低首付比
例统一至15%。

此前，在 5月推出的房贷新政
中，首套和二套房贷最低首付款比
例分别降至不低于 15%和不低于
25%。随着此次最低首付比例统一
至15%，二套房首付款比例也创下
近年新低。

据了解，叠加近几年LPR下调
和去年存量房贷利率，已经较大幅
度减少了市民的还贷月供。

“若考虑 2020 年以来五年期
以上 LPR 累计减少的 95 个基点，
再叠加此次即将调降的 50 个基
点，那么近几年存量房贷利率累计
减少145个基点，是历史非常罕见
的降存量房贷的政策。”上海易居
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
若按此计算，综合考虑近几年的房

贷政策，100 万贷款本金、30 年等
额本息的按揭贷款，其月供累计已
经减少了 870 元。这是实实在在
的利好政策。对于二套房，各地虽
然落实了“认房不认贷”的政策，
但其实很多购房形态也还是会被
认定为二套房，导致购房成本偏
高。

此次调整和首套房标准一致，
其实也是更大力度地降低改善型住
房需求，增强了购房能力。

9月25日，江苏省统计局发布1—8月江苏经济运行简况。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延续平稳增

长态势，经济运行总体处于合理区间。1—8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8.0%，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2.3%，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5%。此外，1—8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
涨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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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存量房贷利率预计惠及1.5亿人口

二套房首付款比例创下近年新低

数据显示，1—8 月，全省制造
业投资同比增长10%，高于全部投
资7.7个百分点，保持两位数较快增
长。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有效支撑，
1—8月，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
长 7.5%，高于全部投资 5.2 个百分
点，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
为14.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0个
百分点，是支撑全省投资稳定增长
的重要力量之一。

1—8月，全省民间投资同比增
长5%，增速高于全部投资增速2.7
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
比重达67.5%，比去年同期提高1.7
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3个
百分点。

大项目投资发挥压舱石作用，
今年1—8月，全省亿元以上在建项
目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长6.6%，占全
部投资的比重为 63.4%，拉动全部

投资增长4个百分点。分主要门类
看，制造业投资增长10.2%、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增
长 60.5%。此外，房地产市场低位
运行降幅收窄。1—8月，全省房地
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8.7%，比1—7
月收窄0.5个百分点，已连续2个月
降幅收窄。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
降8.3%，降幅比1—7月收窄1.7个
百分点。

基础设施投资支撑全省投资稳定增长

数据显示，8月份，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增速
较 7 月份加快 0.3 个百分点；1—8
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较 1—7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
分别高于去年同期、去年全年 0.8
个、0.4 个百分点。8月份，列统的
40个行业大类中，31个行业增加值
实现同比正增长，增长面77.5%；17

个行业增速较上月加快（或降幅收
窄），回升面42.5%。按累计增加值
排名的前十大行业“8升2降”，其中
电子、专用设备、金属制品、电力热
力等行业增速高于全部规上工业平
均水平，增速分别为15.3%、8.6%、
15.7%和10.5%。

此外，企业利润实现恢复性增
长。数据显示，1—7月，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2
亿元，同比增长 5.7%，扭转前期持
续回落态势。按营收排名的十大重
点行业“7升3降”，其中电子、有色、
化工等行业利润增速较去年同期由
降转增，分别增长11.3%、40.5%和
26.6%；汽车、电力热力行业在市场
需求牵引下利润连续两年保持较快
增长，分别增长74.1%、19.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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