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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政策利好，10日A股
沪指探底回升涨至 3379 点，不
过在收盘时出现回落，截至收
盘 ，沪 指 涨 1.32% ，深 成 指 跌
0.82%，创业板指跌 2.95%，北证
50指数跌0.31%，沪深京三市成
交额 21609 亿元，较上日缩量
8056亿元。全市场近3000只个
股上涨。板块题材上，银行、煤
炭、油气等高股息红利板块涨幅
居前，证券、半导体、多元金融、
AI概念股跌幅居前。

总体来看，当天最大的亮点
是以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建
筑、中国交建、中船汉光、中粮科
技、中国电建、中国核建、中国中
冶等为代表的“中字头”集体爆
发。证券板块大幅回调，天风证
券、国海证券跌停，中信证券、长
江证券、首创证券、锦龙股份等多
股大跌。近期强势的半导体板块
震荡走弱，龙图光罩、捷捷微电、

台基股份、芯海科技等跌超10%，
中芯国际、东微半导、晶晨股份等
跌幅居前。

10日，A股“中字头”集体爆
发，其中不乏中粮资本这样的八
连板龙头股，至发稿时，中字头股
票涨停24家。

市场为何选择在震荡启动以
“中字头”为代表的“中特估”？分
析人士指出，其底层逻辑是估值
提升以及央国企经营质量的稳健
性。今年以来，“新‘国九条’”“并
购六条”等一系列政策都明确提
出要加大并购重组改革力度，资
本市场并购重组进入“活跃期”。
此外，今年国资委也提出了新的
市值管理考核要求，国资委也提
出了分红、回购以及增持等市值
管理的具体操作方式，这些形式
从中长期来看利好上市公司股价
以及市值的表现。红利和“中特
估”联系一方面是低估值，另一方

面是央国企具备分红稳定性，所
以当前红利类指数和央国企类指
数有很大的重叠。

从昨天走势看，“国企改革”
“中特估”“央企国企改革”无疑
在紧要关头再次成为大盘反转
的“定海神针”，再次凸显资本市
场对国有经济、国企改革的高度
看好。

展望后市，经济学家盘和林
认为，昨天一大早，央行就把互换
工具给落地了，此举对市场来说
是消除了担忧，市场整体重新走
牛，因为本轮行情的开启就是互
换工具，而最近有人对互换工具
的作用和落地有疑虑，这些疑虑
传导到市场，影响了行情，出现了
短暂的回调。此时央行将互换工
具落地，并在适当时候用政策支
撑股市，对股市来说非常积极，所
以有利于行情回暖。

据极目新闻

中国人民银行10日发布公告，
创设首期规模5000亿元互换便利，
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显示，为落
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
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
制”的要求，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
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创设“证
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支持
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以
债券、股票ETF、沪深300成分股等

资产为抵押，从人民银行换入国债、
央行票据等高等级流动性资产。首
期操作规模5000亿元，视情可进一
步扩大操作规模。即日起，接受符
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申
报。

据观察，中金公司、中信证券在
央行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名单
中。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
示，这标志着我国首个支持资本市

场的货币政策工具落地。此类创新
工具涉及多个基础设施，交易要素
多、技术含量高，短期内推出对政策
协同性和工作效率的要求高。

业内人士表示，创设互换便利
是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建立增强
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的
重要举措。互换便利作为一种长期
制度性安排，有利于有效维护我国
资本市场长期的稳健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互换便利这项

货币政策工具落地，将为资本市场
提供数千亿级的增量资金。根据央
行公告，互换便利首期操作规模
5000亿元，运用工具获取的资金只
能用于投资股票市场。

据接近央行人士介绍，互换便
利期限不超过 1年，到期后可申请
展期；抵押品范围未来可能会视情
况扩大。这些操作上的灵活性均表
明，工具未来将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业内专家表示，互换便利是“以

券换券”，不扩大基础货币投放规
模，也不是搞量化宽松。通过互换
便利操作，非银机构可以将手里流
动性较差的资产替换为国债、央票，
便于在市场上回购或卖出融资。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
示，虽然不投放基础货币，但从国际
经验看，美联储次贷危机期间推出
类似的定期证券借贷便利（TSLF），
对金融市场迅速企稳发挥重要作
用。 据央视新闻

首个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落地
创设首期规模5000亿元互换便利，符合条件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可申报

现代快报讯（记者 谢茜茜）
备受关注的存量房贷利率下调，
好消息终于来了。10月10日，现
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工商银行、招
商银行、交通银行、浦发银行、浙
商银行等银行陆续发布了“存量
房利率调整问答”，统一将存量房
贷利率降至LPR-30BP。其中工
商银行将在10月25日率先实施
利率批量调整将统一调整至
LPR-30BP。其他银行基本在10
月 31日前完成调降存量房贷利
率。

此次房贷利率如何调整，各
家银行针对一些常见问题作出相
关解答。记者经过简要梳理，为
大家画出重点：

1. 本次调整，所有银行统一
房贷利率高于LPR-30BP的，统
一调整至LPR-30BP。现在房贷
利率等于或者低于 LPR-30BP，
不在本次调整范围内。

2. 符合条件的首套、二套及
以上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都
可以进行利率调整，届时将批量
下调，银行不收取额外费用。

3. 本次存量房贷利率下调，
只针对商业性个人贷款。住房公
积金贷款；组合贷款中的住房公
积金贷款；购买商铺、商住两用房
等商业用房的贷款不包括在内。

此次利率调整后，房贷利率
能降到多少？一个月能省多少
钱？记者看到，工商银行分别对
房贷为浮动利率定价、当前利率
高于LPR-30BP两种不同情况作
出相关解答。

如果房贷为浮动利率定价、
当前利率高于LPR-30BP的，10
月25日房贷利率将调整为LPR-
30BP（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区二
套房贷款除外）。

假设小张在某二线城市有一
套住房，当前房贷利率为LPR不
加点，即3.85%，调整后房贷利率
为 LPR-30BP，假设 5 年期以上
LPR 保持 3.85%不变，重定价后
利率为 3.55%（=3.85%-0.3%），
比调整前下降 30BP，即 0.3%。
以贷款金额 100 万元、30 年期、
等额本息的房贷为例，调整前每
月还款约为4688元，调整后每月
还款约为4518元，小张每月可节

省支出约170元，总共节省利息
约6.1万元。

假设小李在某一线城市有一
套住房，当前房贷利率为LPR+
55BP（贷款发放时首套房贷利率
政策），即4.4%，调整后房贷利率
为 LPR-30BP，假设 5 年期以上
LPR保持3.85%不变，重定价后利
率为3.55%（=3.85%-0.3%），比调
整前下降85BP，即 0.85%。以贷
款金额100万元、25年期、等额本
息的房贷为例，调整前每月还款约
为5502元，调整后每月还款约为
5033元，小李每月可节省支出约
469元，总共节省利息约14.06万
元。

“要贷款买股票吗，犹豫要不
要加杠杆，利率太低了有点心动”

“贷款已到账，迫不及待要开盘
了”……近日，社交媒体上关于“贷
款炒股”的讨论热度不减。记者注
意到，利率一降再降的消费贷成为
一些人“瞄准”的对象。

今年以来，各家银行围绕消费
贷展开花式营销，“价格战”也是愈
演愈烈，当前不少银行的消费贷产
品年化利率已降至 3%以下，例如
江苏银行随 e 贷年利率（单利）
2.98%起，浦发银行浦闪贷利率低
至 2.88%，招行闪电贷低至 2.95%
等。一位投资人向记者展示了其
罗列的十几家银行消费贷额度及
利率信息，调侃道要“拉满杠杆”。

此外，有网友近期表示，有接
到所谓“银行贷款”的推销电话，暗
示可将资金用于炒股。对此，多位
银行人士对记者表示，银行信贷资
金一直以来严禁流入股市。

不过，记者也从业内了解到，
近期申请贷款的客户较以往明显
增多。有大行人士告诉记者，近日
其所在机构的个人借款渠道“忙到

卡住”，这一渠道便是消费贷。他
表示，“系统延迟了很久，借款的人
太多了，技术部门员工国庆假期最
后一天都在加班”。

记者了解到，消费贷用途主要
覆盖于家装建材、旅游消费、综合
消费、教育留学、健康医疗、大额消
费品等种类，在申请贷款时银行通
常都会明示，不得用于买房、投资、
炒股等领域。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
王蓬博对记者表示，消费贷若进入
股市实际上是加杠杆的行为，一旦
市场出现波动，亏损会因杠杆效应
被放大，损失会远超使用自有资金
的情况。

王蓬博表示：“银行应做好贷
款用途核实，建立健全的贷后资
金监控体系，通过银行账户流水、
交易凭证等方式，对贷款资金的
流向进行跟踪和监测。一旦发现
资金流向异常，如资金流入房地
产市场、股市等禁止性领域，要及
时进行调查和处理。从监管层面
做好日常和专项检查，提高检查
力度。”

贷款的人突然变多，多家银行发布公告——

信贷资金严禁流入股市

多家银行宣布存量房贷利率统一下调
工行将在10月25日率先调整

政策利好，A股重新站上3300点

近日，据央视网消息，虽然国庆假期A股休市，但各大券商的开
户数在假期创出了历史新高。此外，社交媒体上近期关于“贷款炒
股”的话题再度引发热议。据悉，当前一些银行的消费贷利率已低
至3%以下。虽然多位银行人士对记者表示，银行信贷资金严禁流
入股市。不过，记者从业内了解到，近期申请贷款的客户较以往明
显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部门对于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股市一直以来
都保持高度警惕，年内已有多家银行因此领到罚单。面对众多新股
民，以及近期贷款入市的“苗头”，已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称：“如信
贷资金违规流向股市等领域，一经发现，将提前收回贷款。”

事实上，银行信贷资金流入股
市一直以来都是监管红线。据《金
融时报》近期报道，金融管理部门
已对商业银行进行了窗口指导，要
求金融机构应当高度重视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和投资者保护，强化内
控和合规管理，严控加杠杆。银行
信贷资金严禁违规进入股市，这是
商业银行必须坚持的金融监管红
线。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
会长徐忠日前也撰文指出，金融机
构要强化内控和合规责任，对个人
投资者提示风险，严控加杠杆，要
严防信贷资金以消费贷等形式流
入股市。

记者注意到，在监管持续加码
之下，年内已有多家银行因信贷资
金违规流入股市等限制领域而领
到罚单。

例如，江西永新农商行因贷款

“三查”不尽职、个人贷款资金流入
股市等违法违规事实被罚 120 万
元；浙江萧山农商行因流动资金贷
款管理不审慎，资金被挪用于股
市，个人经营性贷款管理不审慎，
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等违法违规事
实，被罚450万元。

此外，记者注意到，面对近期
贷款入市的苗头，近日多家银行接
连发布了关于严禁信贷资金流入
房市、股市等领域的声明。

例如，河源农商银行、龙川农
商行、始兴农商行等多家银行称，
根据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关于信贷
资金的有关规定，信贷资金不得违
规流入房地产市场，不得用于股
票、期货、金融衍生品以及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用
途。如客户将信贷资金违规流向
前述领域，一经发现，该行将提前
收回贷款。 据每日经济新闻

有银行近期申请贷款客户明显增多

多家银行重申规范信贷资金用途

意象图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