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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各类银行贷款的营销电
话、短信越来越多，一天都能接到好
几个，而且贷款利率也有了较大幅度
的下降。”近日不少市民这样反映。

在稳经济、刺激消费的大背景
下，近期多家银行不断加大贷款业务
的促销力度，个人消费信用贷款利率
较去年有较大幅度下调，年化利率以

“3”开头已经成为常态。
业内人士表示，不过，从近期披

露的消费信贷数据来看，居民消费仍
处于低谷阶段，还有极大的提升空
间。除了降低贷款利率，银行还要从
产品和服务上发力，创新金融产品，
做好金融服务，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开启利率价格战

今年以来，促消费、扩内需政策
持续“加码”。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提出，推动扩消费政策全面落
地，合理增加消费信贷，组织开展丰
富多样的促消费活动，促进接触型消

费加快恢复。今年2月份，商务部表
示，把2023年确立为“消费提振年”，
并将以此为主线，统筹开展全国性消
费促进活动。在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引
导下，多家银行纷纷加大了消费信贷
投放力度，相关贷款利率持续走低。

调查发现，目前，不少银行加大
了对居民消费贷款和经营贷款的投放
力度。多家银行的纯信用消费贷产品
年化利率均已降至4%左右。其中，部
分银行信用贷产品年化利率最低可至
3.4%。另外，个人经营性贷款利率普
遍略低于消费贷款，年化利率一般在
3.45%至3.9%不等。

调查中还发现，近期一些贷款中
介也非常活跃，不断推销各种贷款产
品。其中，一家贷款公司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目前个人消费信贷年化利
率3.45%至 3.6%，而针对小微企业的
经营贷年化利率3%，现在最低也能做
到2.4%。”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杜阳表
示，消费贷款利率下调，最直接的影
响就是消费信贷规模的提升，进而刺

激消费实现恢复性增长，不断夯实消
费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但银
行业金融机构要控制利率下调和规模
增长节奏，避免过度授信、过度下沉
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助力消费提质扩容

尽管贷款利率下滑，但目前整体
消费信贷数据并不乐观，消费者贷款
积极性不强。央行数据显示，4月份
的居民贷款结束了自2022年11月份以
来连续5个月的正增长。

业内人士指出，短期贷款和中长
期贷款均出现回落，居民消费信心和
购房意愿仍需进一步稳固。

杜阳认为，消费是刺激经济增长
的“三驾马车”之一，当前国家高度
重视消费对经济的提振作用。银行业
作为经济复苏的供血系统，需要加强
对提振消费的支持，满足居民合理消
费需求，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故在当
前消费复苏的关键节点，银行业积极

作为，适度下调消费贷款利率，深刻
体现了金融服务的人民性。

从银行层面看，除了下调贷款利
率之外，银行还要创新金融产品，做
好金融服务。杜阳表示，银行需要发
力消费金融业务，助力消费复苏，一
是拓展消费金融业务边界；二是加速
消费金融数字化转型，不断改善消费
金融服务的体验；三是严控消费金融
风险。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吴丹表
示，相比其他金融机构来说，商业银
行消费贷业务更规范，且作为我国支
付系统主力，商业银行通过消费贷等
方式促消费具有独特优势，更易普惠
大众需求。除了降低利率以外，商业
银行推广消费信贷产品时，应加强对
市场信息数据的分析与运用，以更准
确挖掘潜在居民消费需求，精准寻找
优质企业联合推动相关贷款优惠服
务，不断升级消费贷服务体验，以更
好助力我国居民消费在复苏回暖的基
础上向潜力空间再拓展。

来源：新华网

消费信贷年化利率“3字头”成常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并首次发布了《国家基本养老
服务清单》（以下简称《清单》），以
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安全为主线，
囊括物质帮助、照护服务、关爱服务
等三大类16个服务项目。

基本养老服务是指由国家直接提
供或者通过一定方式引导相关主体向
老年人提供旨在实现老有所养、老有
所依所必需的基础性、普惠性、兜底
性服务。

在物质帮助方面，《清单》提出，
要为达到待遇享受年龄的老年人发放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为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发放
高龄津贴；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提供
养老服务补贴；为经认定生活不能自
理的老年人提供护理补贴；对获得最

低生活保障金后生活仍有困难的老年
人，要采取必要措施给予生活保障；
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残疾老年人
提供生活补助，为残疾等级被评定为
一级、二级且需要长期照护的重度残
疾老年人提供护理补贴。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制度体系
加快完善，基本养老服务利好频传。
自2022年 1月，我国已启动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从制度上解
决结构性矛盾，让困难地区的养老金
发放更有保障。近日，人社部、财政
部发文明确，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2022年底前已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
高3.8%。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老年
人高龄津贴、养老服务补贴、护理补
贴、综合补贴分别惠及 3330.2 万、
546.1万、97.1万、67.2万老年人。全国
1395万名老年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368 万特困老年人纳入特困救助供
养，做到“应养尽养”。

当然，养老不仅要注重物质基
础，更要重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精
神需求。对此，《清单》有针对性地提
出了多项照护服务和关爱服务。如，
要对经济困难的老年人进行家庭适老
化改造；对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的
家庭成员提供照护培训等职业培训补
贴；对特困老年人进行集中供养或者
分散供养。对独居、空巢、留守、失
能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提供探访关
爱服务。

截至2022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超过 2.8 亿，占全国总人口
19.8%，其中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达
2.1 亿，占全国总人口 14.9%。《意见》
明确提出，到2025年，基本养老服务
制度体系基本健全，基本养老服务清
单不断完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等清晰明确，服务供给、服
务保障、服务监管等机制不断健全，
基本养老服务体系覆盖全体老年人。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用清单化、标准化的方式将基本
养老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体老年人
提供，这是根据我国国情作出的一项
创新性政策举措。《清单》是基本养老
服务的底线标准，可以让地方政府对
现阶段保障养老服务“重点要保什
么”、“保到什么程度”做到心中有
数，有利于引导各地对照中央要求，
查缺补漏，优化资源配置，把有限的
财力用到老年人最关心的领域、用到
老年人生活最需要的关键环节。同
时，也有利于广大老年人对于能够从
国家、社会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保障，
做到心中有底，能够更好安排自己的
晚年生活。

来源：人民网

截至2023年4月末，我国现有存
续私募基金管理人22270家，较上月增
加94家，环比增长0.42%；管理基金数
量153763只，较上月增加3317只，环
比增长2.20%；管理基金规模20.75万
亿元，较上月增加4167.28亿元，环比
增长2.05%。其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8658家，较上月增加38家，环
比增长0.44%；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
金管理人13310家，较上月增加58家，
环比增长0.44%；私募资产配置类基金
管理人9家，与上月持平；其他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293家，较上月减少2
家，环比下降0.68%。

中基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说，4月

在协会的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平台
办理通过的机构139家，其中，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53家，私募股
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86家。2023
年4月，协会中止办理41家相关机构
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新增不
予登记机构2家，注销私募基金管理
人45家。

其中，从地域分布来看，截至
2023年4月末，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
人数量从注册地分布来看，集中在上
海市、北京市、深圳市、浙江省（除
宁波）、广东省 （除深圳） 和江苏
省，总计占比达71.94%，低于3月份
的72.24%。 来源：人民网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需求出现
恢复迹象，投资开发企业到位资金降
幅逐渐收窄，房地产市场整体处于调
整期。为提振房地产消费，全国多地
调整购房政策，支持居民的刚性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助力房产消费复苏。

贷款利率的升降直接影响到贷款
成本，进而影响购房者消费。22日，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2023年5月22日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为：1年期LPR为
3.65%，5年期以上LPR为4.3%。以上

LPR在下一次发布LPR之前有效。颇
受业内关注的是，LPR报价1年期和5
年期连续9个月均维持不变。

“LPR利率保持稳定，符合市场
预期。”业内人士表示，主要是5月作
为 LPR 利率锚的 MLF 利率保持稳定；
1-4月新增信贷、社融表现强劲，企业
新增信贷延续同比多增态势，反映目
前市场利率处于合理水平；近年来部
分银行净息差压力增大，整体看，短
期LPR利率调降门槛仍偏高。

5月，中国主要城市房贷利率也

基本保持稳定。贝壳研究院监测显
示，2023年5月百城首套房主流房贷
利率平均为4.0%，较上月微降1个基
点；二套房主流房贷利率平均为
4.91%，与上月持平。5月百城银行平
均放款周期为 23 天，较上月延长 2
天，放款速度仍较快。

业内人士同时表示，LPR利率保
持稳定，主要与MLF政策利率维持不
变、贷款定价已偏离LPR较多、银行
净息差仍承压等因素有关，LPR报价
没有相应下调的空间，后续整体贷款

利率或以稳为主。
谈及LPR维持不变对房地产市场

的影响，该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房
地产复苏节奏偏慢，月度存在波动
且区域复苏不平衡，但房地产整体
呈现积极复苏态势，楼市信心在逐
步回暖。预计后续各地仍延续因城
施策、精准调控思路，用好用足包
括首套房贷利率动态调节机制在内
的稳楼市政策，促进房地产回归平
稳健康发展轨道。

来源：人民网

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发布

5月LPR两项利率维持不变

私募基金管理规模达20.75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