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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并非所有的房贷都会随着LPR利率调整而变化。
贷款买房常见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公积金贷款，一种是纯

商业贷款，一种是组合贷款。像公积金贷款和组合贷款中的公积
金部分，以及选择了固定利率为定价基准的商业贷款，房贷利率
不受LPR影响，并不会因为LPR利率调整导致房贷发生变化。

2.其次，LPR利率调整房贷并不会实时变化，主要以重定价
日为准。

房贷调整是周期性的，一年调整一次，具体调整时间要看重
定价日，所以并不是LPR利率调整后房贷就马上会变化。通常大
多银行都会给予两个重定价日选择：一个是每年的1月1日，一个
是贷款放款日对应的每年对月对日。

对房地产市场而言，更能反映按揭
贷款利率走向的是5年期以上LPR。作
为房贷报价的参考基准，5 年期以上
LPR的调整影响到购房者的房贷，即如
果LPR下行意味着月供额度降低，也就
是购房成本有所降低。

本次降息后，5 年期以上 LPR 降至
4.2%，为2019年房贷利率换锚5年期以
上LPR 以来最低水平。同时，伴随着5
年期以上LPR下调，当前购买首套房和
二套房房贷利率下限分别降至 4.0%（5
年期以上 LPR-20 个基点）、4.8%（5 年
期以上 LPR+60 个基点），已降至历史
低位。

以 100 万元贷款金额、30 年期等额
本息还款的按揭贷款为例，在利率调整
前，首套个人住房 LPR 为 4.3%，此时月
供为4948.71元；此次利率调整后，5年期
以上LPR为4.2%，月供额为4890.17元，
按此计算，月供额减少了58.54元，总利
息支出减少约2.1万元。

58 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指出，
本轮降息操作，是央行采取精准有力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体现，通过降息
可起到加强逆周期调节，全力支持实
体经济，促进充分就业，维护币值稳定
和金融稳定的作用。对于楼市的作用
可以分两层来看：第一层面是通过释
放出支持实体经济的积极信号，有利
于引导市场预期，提振整体经济面的
信心，从而同步提升购房消费信心；第
二层面则是会通过 LPR 调整，拉动房
贷利率下降，住房消费者负担减轻，加
速购房者入市节奏。

广东省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
首席研究员李宇嘉指出，对房地产而
言，降息最大的效应就是降低月供成
本。从去年以来 5 年期 LPR 下降的效
应来看，降息对带动商品房销售有一定
作用。但是，由于居民对收入和就业的
预期偏谨慎，预防性储蓄需求增加，而
新市民为主体的刚需、新中产为主体的
改善型需求，在按揭首付和月供上的压
力比较大，降息对促进商品房市场企稳
的弹性下降，每月月供节约几十元、上
百元解决不了支付首付和可持续支付
月供的压力。鉴于当前购买力不足、信
心不足的现状，建议推进需求端“降成
本”，配合降息并让需求端切实看到购
买力的相对提升。

综合新华社、央广网、澎湃新闻、潮
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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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读 央行通过“降息”加强经济逆周期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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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这符合此前市场预期。本月以来，7天逆回购利率、常备借
款便利（SLF）利率、中期借款便利（MLF）利率相继下调10个基点，打开了本轮降息
通道。而此前，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3年期和5年期的长端存款利率普遍下调15
个基点，为后来各类贷款利率下降提供了空间。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作为LPR利率的锚定利率，MLF
利率此前下调了10个基点，市场已对本月LPR利率调降充分预期。此次LPR利率
的下降，有助于加强经济逆周期调节。

4月以来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在经历一季度强劲反弹后，经济复苏节奏有
所放缓，海外需求前景不确定性较高，市场担忧经济复苏放缓。周茂华认为，央行通
过降息，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以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快恢复。

央行行长易纲在6月重提“逆回购调节”。他指出，下一步央行要继续精准有力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全力支持实体经济，促进充分就业，维护币
值稳定和金融稳定。

“此次引导本月LPR下降10个基点，将在三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第一，再次传
递出稳增长、促发展的政策信号。LPR结束连续多月的不变，体现了货币政策更加
精准有力，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第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
本，推动企业和居民贷款利率稳中有降。LPR下降之后，以LPR为定价基准的存量
贷款利率将下降，新增贷款利率也有望降低，有助于激发有效融资需求；第三，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LPR下降之后，存量房贷和新增房贷利率都将继续下
降，住房消费者负担减轻，有助于提振居民住房消费意愿，也有助于扩大其他消费和
投资。”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董希淼认为，下一步，应把稳增长、促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货币政策继续
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适时实施降准、降息，为宏观经济加快恢复创造更加
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不过，当日A股并未如预期的大涨，两市开盘都有所下跌，后市发展有待观察。

降息只是起点，更多增量政策在路上？
6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针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必须采取更加

有力的措施，增强发展动能，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普遍观点认
为，央行开展降息并引导LPR下降仅是宏观政策发力的起点，后续还有更多增量
政策在路上。

“考虑到当前基本下行压力较大，降息可能只是政策发力的序幕，后续增量政策
的选择较多。”天风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宋雪涛表示，从货币政策工具看，后
续可推出更多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专项再贷款工具，定向支持高技术制造业，针
对房企纾困和保交楼等民生领域。

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指出，降息或较难缓解银行负债端成本，但可能带
动资产端利率回落，或使得银行净息差有一定收窄压力。他认为，相较于净息差收
窄，如何激发实体需求修复或更为关键。在央行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需求修复

同时，“准财政”措施等或进一步推动需求释放。
此外，在伍超明看来，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已降至历史最低位水平，同

时不良率处于历史偏高位置，银行面临的流动性、利率和资本约束趋于增加，仍
需要适度降准释放充足的流动性，同时央行给银行释放更“便宜”资金，降低银
行负债成本，增厚银行利润，提高其消化不良贷款和抗风险能力。

昨 天 ，
新一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
（LPR）出炉，1
年期和5年期以
上 LPR 结束了
连续9期“按兵不
动”，均较上一期下
降10个基点。1年
期市场报价利率为
3.55% ，此 前 为
3.65%；5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为 4.2%，
此前为4.3%。

这是2022年8月22
日以来，LPR首次调整。

作为 LPR 报价的基
础，本月中期借贷便利
（MLF）的中标利率较此前
下降 10 个基点至 2.65%。
在此之前，6月13日中国人
民银行开展了 20亿元逆回
购操作，中标利率也较此前下
降了 10 个基点至 1.9%；同
日，中国人民银行还公布隔夜
期、7天期、1个月期限的常备
借贷便利利率，各期利率均下
降10个基点。

作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的重要一步，LPR已替代贷款
基准利率成为贷款利率定价的
“锚”，每月定期发布。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曾刚认为，政策利率下降带动本
月LPR两个品种报价下降，将有
效带动实际贷款利率下行，降低融
资成本，进而刺激信贷需求，增强
消费和投资增长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