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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31日电 10月31

日，工、农、中、建、交、邮储等多家银

行发布公告，完善了存量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定价机制相关细则。从11月 1日

起，借款人可与银行自主协商、动态调

整存量房贷利率，重定价周期最短可申

请调整为3个月。

关于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已有不少

借款人于10月底享受利好。记者从中国

人民银行了解到，截至10月28日，21

家全国性银行已完成批量调整，共计

5366.7万笔、25.2万亿元存量房贷利率

完成下调。另外，各地方法人银行也会

在10月31日完成批量调整。

银行主动批量调降存量房贷利率固

然省事，但非长久之计。中国人民银行

明确表示，这可能是银行最后一次批量

调整存量房贷利率。从根本上解决新老

房贷利差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利率市

场化改革。

以后存量房贷利率调整怎么办？

中国人民银行给出了解决思路——

自主协商、动态调整。

9月 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

告，明确完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定价机制有关事宜。根据安排，存量房

贷利率与全国新发放房贷利率偏离达到

一定幅度时，借款人可与银行自主协

商、动态调整存量房贷利率，并协商约

定重定价周期。

这破除了不少制度性障碍：房贷利

率不再受制于固定的加点幅度，可根据

借款人信用、市场供需等因素变化而动

态调整；重定价周期不再限定为1年，

借款人在利率下行周期可尽早享受较低

利率……这样既维护了合同的严肃性，

又能更好维护借贷双方合法权益。

10月 31日，多家银行发布公告，

进一步细化安排。

首先，触发调整有条件：新老房贷

利率的加点幅度偏离高于30个基点。

六家大行均表示，当借款人的房贷

利率加点幅度与最新的全国新发放房贷

利率平均加点幅度相比，偏离高于30个

基点时，可向银行提出调整申请。重新

约定的加点幅度不低于最新的全国新发

放房贷利率平均加点幅度加30个基点，

且不低于所在城市目前执行的新发放房

贷利率加点下限（如有）。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还公布了第三

季度全国新发放房贷平均利率，供商业

银行和借款人参考。数据显示，2024年

第三季度全国新发放个人房贷加权平均

利率为3.33%。

不过，由于绝大多数存量房贷利率

的加点幅度已于10月底批量调整为减

30个基点，专家预计第四季度绝大多数

借款人无需调整加点幅度。

其次，重定价周期可调整：3 个

月、半年或1年。

重定价周期就是利率跟随定价基准

调整的时间间隔。在重定价日，存量房贷

会根据已公布的最新一期LPR进行调整。

10月 21日，5年期以上LPR下降

25个基点至3.6%。部分存量房贷借款人

想要缩短重定价周期，尽快享受到这次

LPR下降带来的红利。

记者梳理商业银行公告发现，11月

1日以后，新发放房贷借款人可以自主

选择重定价周期，存量房贷借款人也可

与银行协商，重新约定重定价周期。多

数银行提供的重定价周期为：3个月、

半年、1年。不过，大多数银行规定，

重定价周期只能调整一次，不能多次调

整。

“在LPR下行周期内，重定价周期

越短，借款人可越早享受降息红利。”中

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如

果利率进入上行周期，重定价周期越短

对借款人越不利。重定价周期只能调整

一次，借款人要综合考虑自身情况审慎

决策，用好这一次选择权利。

此外，借款人要主动申请，线上线

下均可办理。

不同于银行主动批量调整，从11月

1日后，符合条件的借款人需要主动向

银行提出申请，银行审批通过后才能进

行调整。多家银行都公布了调整渠道，

借款人可通过手机银行、贷款经办行等

提出调整申请。各行都明确不会收取任

何费用。

存量房贷利率调整有商有量，响应了

群众期盼，减轻了居民利息负担，更推动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坚定向前，更好发挥

利率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

（记者吴雨任军）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11月，一

批新规开始施行，惠及社会生活方方面

面。铁路客运全面推广电子发票，差旅

报销更加便利；电动自行车加强准入认

证，交通参与者更有安全保障；依法加强

突发事件应对管理，预防和减少突发事

件发生……一起来盘点。

铁路客运全面推广使用电子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铁集团

发布公告，自11月1日起，铁路客运领

域推广使用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

旅客不再需要打印铁路车票（纸质报销

凭证）。

旅客在行程结束或支付退票、改签

费用后，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和移动

客户端如实取得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

票）并进行查询、下载和打印。单位可

基于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开展无纸

化报销、入账、归档、存储等业务。

为方便旅客和单位，铁路客运设置

了“纸电并行”过渡期，过渡期截至

2025年9月30日。

加强电动自行车产品准入和管理

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公安部和国

家消防救援局发布公告，11月1日起，对

新提出认证委托的电动自行车，应符合相

关强制性国家标准及修改单要求，经过认

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售、

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督促电动自行

车生产销售单位全面落实质量安全主体

责任，在生产、流通环节加强电动自行

车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各地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强化电动自

行车登记上牌管理，严格核验销售发票、产

品合格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等。

强化化妆品质量监督管理

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化妆品检查管

理办法》自11月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检查机构应当建立并执

行检查工作管理制度和标准程序，持续

改进化妆品检查工作，保证检查质量。

检查发现化妆品造成人体伤害或者

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检查

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派出检查单位，并报

告被检查对象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被检查对象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应当依法对涉及的产品采取责令暂停

生产、经营的紧急控制措施。

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
应完善保密制度

国家密码管理局发布的《电子政务电

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自11月1日起施

行。办法明确，从事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

务的机构，应当经国家密码管理局认定，

依法取得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资

质。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应当建立

完善的保密制度，对其在工作中知悉的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承担保密义

务，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保护有关信息和数据安全。

依法加强突发事件应对管理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通过新修订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自11月

1日起施行。完善突发事件应对管理与

指挥体制，明确各方责任。在完善应

急保障制度方面，明确建立健全应急

物资储备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应急运

输保障、能源应急保障等体系；要求

进入预警期后，对重要商品和服务市

场情况加强监测，并与价格法等有关

法律作了衔接规定。支持、引导红十

字会、慈善组织以及志愿服务组织、

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应对突发事件。

完善备案审查工作制度体系

国务院公布的《法规规章备案审查

条例》自11月1日起施行。

条例扩大备案范围，将浦东新区法

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法律规定的

机构制定的规章纳入备案范围，明确其

报备主体。将是否符合党中央、国务院

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国家重大改革方向，

规章规定的措施是否符合立法目的和实

际情况，增加为审查事项。

（记者白阳）

11月，这些新规惠及社会生活

前三季度我国社会
物流总额超250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10

月 31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

到，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

为258.2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5.6%。

从构成来看，农产品物流总额4.2万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3.4%；工

业品物流总额227.7万亿元，增长5.6%；

进口货物物流总额 13.7 万亿元，增长

4.2%；再生资源物流总额3.5万亿元，增

长10.1%；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9.1

万亿元，增长7.6%。 （记者叶昊鸣）

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变得更灵活了

借贷双方有商有量！

江苏东台：

湿地“森林”
这是 10月 29日在江苏

省盐城市东台条子泥湿地拍
摄的潮汐树（无人机照片）。

潮落留痕，由潮汐冲刷而
形成的潮沟，形似“大树”，在江
苏省盐城市东台条子泥湿地颇
为密集，犹如湿地“森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