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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团子 江南易购

Jiang Nan Wan Bao

在近日举办的长江流域（长三
角）智能制造与机器人产业发展论
坛暨项目对接活动上，200多名来
自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
的代表达成多项合作成果。合作
创新、协同发展让长三角地区的智
能制造产业呈现“加速跑”状态。

“目前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
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代表区域。”哈
工大国家机器人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苏州大学机电学院院长孙立宁
表示，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初步统
计显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
省一市的工业机器人企业数量占

据全国的半壁江山。
政策引导之下，长三角地区正

通过各种平台，积极探索建立服务
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一体化的产
业协同机制，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例如，已经成立的长江流域
园区合作联盟与长江流域智能制
造与机器人产业联盟，辐射长江流
域100多家园区，和数千家智能制
造、机器人、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

大院大所很多、产业链完善、
市场和需求广阔……对接活动上，
长三角地区发展智能制造的优势
被不断提及。潜在优势如何落地

生根并枝繁叶茂？不少业内人士
认为，长三角地区在发展智能制造
方面，应加强顶层设计与战略指
引，推动行业标准制定、支持共性
技术研发、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完
善人才保障体系。

长江流域智能制造与机器人
产业联盟秘书长周明玉表示，未来
联盟将与长三角各大平台加强合
作，服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上海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展，聚焦智能
制造、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推
动高新技术产业跨区域协同发
展。 （据新华社）

按照要求，为贯彻落实房地产市
场调控要求，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在转换时点的利率水平应保持不
变。

严跃进表示，2020年第一次调

整的时候，实际算出来的利率是不会
变的，购房者不必担心月供额的变动。

苑承建表示，转换时间是从
2020年3月1日至8月31日，但实际
的执行时间是从2021年开始，也就是

说，2020年用户实际执行的房贷还是
按照2019年的房贷执行，按照当前的
还款约定偿还。即使LPR在2020年
下降，用户也只能从2021年开始享受
利率下行的红利。 （中新）

一体化产业协同

长三角智能制造“加速跑”

央行给房贷族出了选择题——

机会仅一次，影响月供变化
房贷族们注意了，央行28日发布了一项重磅政策，事关你以后每月要还的房子月供的变化。

每月房贷是升是降？

自2020年3月1日起，金融机构
应与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客户就定价
基准转换条款进行协商，将原合同约
定的利率定价方式转换为以LPR为
定价基准加点形成(加点可为负值)，
加点数值在合同剩余期限内固定不
变；也可转换为固定利率。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问，能
不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会影
响谁？以后每月房贷到底是升是降？

此次政策是针对存量浮动利率
贷款，也就是指2020年1月1日前金
融机构已发放的和已签订合同但未

发放的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的浮
动利率贷款（不包括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

通俗来说，就是2020年前购房、
商业贷款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非
LPR)的人，需要注意这项新政。使
用公积金贷款的购房者不受影响。

简而言之，央行其实给房贷族出
了一道选择题——选固定利率还是

“LPR+加点”利率？
选择一，选择固定利率。按照规

定，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换后利率
水平应等于原合同最近的执行利率

水平。也就是说，选择固定利率后，
就是维持当前利率水平不变，不受
LPR利率变化影响。

选择二，选择“LPR+加点”利
率。LPR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央
行今年新推出的机制，LPR每月公布
一次，可升可降。也就是说，选择

“LPR+加点”利率，你以后的房贷利
率也是可升可降的，月供也是可能变
多或变少的。

更重要的是，借款人只有一次选
择权，转换之后不能再次转换。于是
关键的问题来了。

到底选哪个划算呢？

诸葛找房副总裁苑承建表示，
对于用户来说，固定利率长期确定，
但无法享受利率下行的红利，但同
样也可以在利率上行时避免成本上
升。而LPR为定价基准加点的方
式对用户来说是随行就市，可以享
受利率下行带来的还款金额降低，
但同样在利率上行时还款金额也要
随之增加。

“就当前利率市场环境来说，
LPR 大概率还要下行，选择 LPR
为定价基准加点的方案可能是更
加稳妥且主流的方案。”苑承建
说。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
房大数据项目组长邹琳华说，现在
改为锚定LPR，而LPR从长期看有
走低的趋势，所以存量房贷利率也

开启了长期下调的通道，有利于降
低住房负担，还贷压力有望减轻。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
严跃进说，此次调整主要是调整利
率计算方式，即从“央行基准利率×
(1+浮动比例)”调整为(LPR基础利
率+基点)。后续利率有下调的空
间，按揭贷款者不必担心类似月供
增加的负担，也不必提前还贷。

加点如何确定？

按照规定，定价基准转换为
LPR的，LPR的期限品种依据原合
同的借款期限确定，确定后在合同
剩余期限内不再调整；加点数值为
原合同最近的执行利率与2019年
12月LPR的差值(可为负值)，在合
同剩余期限内固定不变；转换时点
利率水平保持不变；借贷双方可重
新约定重定价周期和重定价日，重
定价周期最短为一年。

举个例子，若某笔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原合同期限20年，剩余期
限为8年，原合同约定的利率为5
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10%，
现执行利率为4.9%×(1+10%)=
5.39%。2019年 12月发布的5年

期以上LPR为4.8%。
如果你选择固定利率，那么以

后你的房贷利率会是5.39%。
如果你选择“LPR+加点”利

率，借贷双方确定在2020年3月30
日转换定价基准，且重定价周期仍
为1年，重定价日仍为每年1月1
日，那么加点幅度应为0.59个百分
点(5.39%-4.8%=0.59%)。2020年
3月30日至12月31日，执行的利
率水平仍是5.39%(4.8%+0.59%)。
也就是2020年月供水平其实不变。

在此后的第一个重定价日，即
2021年1月1日，按照重新约定的
重定价规则，执行的利率将调整为
2020 年 12 月发布的 5 年期以上

LPR+0.59%，此后每年以此类推。
如果2020年12月发布的5年期以
上LPR下降了，那么你的月供也会
减少。

按照要求，转换工作自2020年
3月1日开始，原则上应于2020年
8月31日前完成。

央行要求，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银行应尽快制定存量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计划，包
括系统配套、人员培训等，同时通过
多种渠道(包括官网和网点公告、短
信、邮件、手机银行和电话通知等)
告知客户，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
下，尽可能以简便易行的方式变更
原合同条款。

影响从2021年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