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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S31三南高速大浪收费站路段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S31三南高速大浪收费站入口称

重检测设备项目改造，需对大浪收费站

入口货运车道进行围挡施工，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

条规定，拟对上述收费站入口进行临时

交通管制。施工期间，所有货车一律不

允许从大浪收费站上高速，具体通告如

下：

一、交通管制时间：
2023 年 9 月 4 日至 2023 年 9 月 28

日，24日历天；

二、交通管制地点：
S31三南高速大浪收费站入口

三、绕行方案
原需由大浪收费站进入S31三南高

速的载货汽车，建议绕行至从江东收费

站上高速；

请广大驾乘人员自觉遵守通告规

定，遵照现场设置的道路指示牌、警示牌

提示通行，服从现场管理人员指挥、减速

慢行。因该工程施工给广大司乘人员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与支持。

特此通告。

柳州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融安分公司
浙江高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9 月1日

物业费催交通知
柳州世纪龙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贵公司是柳州市五星街地下室负一层7号的所有权人。贵公司尚未支付2022年9

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的物业服务费共计￥530100.72元（大写：伍拾叁万零壹佰元柒

角贰分）（不含违约金）。请贵公司于2023年9月5日前交清上述拖欠的物业服务费，逾

期仍不支付的，我公司将通过司法途径追究贵公司的法律责任。

特此通知。 广西中秀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9月1日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内容涉及
存量房贷利率、首付款比例等方面
的调整，引发市场普遍关注。新政
策做了哪些调整？将惠及哪些人
群？又释放出什么信号？

存量房贷利率调整涉及约
4000万借款人

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发
生重大变化，存量房贷与新增房贷利
差过大的问题引发关注。8月31日，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通知，引导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借贷双方有序调整优化资产负债，
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

根据通知，自2023年9月25日
起，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的借款人可向金融机构提出申
请，由该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置换
存量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或协商变更合同约定的利率水平。
记者了解到，2023年8月31日前金
融机构已发放，或已签订合同但未
发放，且符合当地首套房标准的存
量住房贷款可以申请降低利率。

据测算，以 100 万元、25 年
期、原利率5.1%的存量房贷为例，
假设借款人和银行协商将房贷利率
调降至4.3%，可节约借款人利息支
出每年超5000元。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
绍，存量住房贷款利率下降，对借
款人来说，可以节约利息支出，有
利于扩大消费和投资。对银行来说，
可有效减少提前还贷现象，并压缩违
规使用经营贷、消费贷置换存量住房
贷款的空间，减少风险隐患。

截至6月末，我国个人住房贷款
余额38.6万亿元。有业内人士估算，
全国有近1亿个首套房存量贷款合
同，而其中因利率偏高面临协商调整
的借款人约4000万户。利率调整后，
这些借款人的财务负担会有明显下
降，平均降幅约为0.8个百分点。

对此，金融管理部门有关负责
人表示，鼓励银行批量办理，既可
以变更合同约定的房贷利率加点幅

度，也可以由银行新发放贷款置换
存量贷款。各金融机构要抓紧制定
具体操作细则，做好组织实施，提
高服务水平，及时响应借款人申
请，尽可能采取便捷措施，降低借
款人操作成本。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
之所以将申请日期定为 9 月 25 日
起，是为了给银行留足时间，可以
进行修订合同文本、改造调整系
统、识别符合标准的客户等准备工
作，以及向借款人公布办理流程和
需要准备的申请材料。

二套房首付比例下限统一
调至30%

两部门当日还宣布，统一全国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
例政策下限，不再区分实施“限
购”和“非限购”城市。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统一
为：首套房不低于20%，二套房不
低于30%。在此之前，在实施“限
购”措施的城市首套和二套住房最
低首付款比例政策下限分别是30%
和40%。

另外，两部门还调整了二套住
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
限，从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加60个基点，调整
为加20个基点。

近期，已有多地陆续调整了当
地房贷首付款比例，引导个人住房
贷款实际利率下行，但仍受限于金
融管理部门此前政策下限要求。专
家表示，此次统一政策下限并适度
下调，给地方留下更充足的调控空
间，有助于更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

此次首套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
未作调整。董希淼认为，对于符合首
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
相关条件的城市来说，还可阶段性下
调或取消当地首套房贷利率下限。

央行近期发布的第二季度中国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6月末，已
有87个城市下调了首套房贷利率下
限，较全国下限低10至40个基点，

13 个城市取消了首套房贷利率下
限 。 6 月 新 发 放 个 人 房 贷 利 率
4.11%，同比下降0.51个百分点。

推进利好政策落地提振市
场信心

从明确首套房“认房不用认
贷”标准，到延续实施居民换房个
税优惠政策，再到引导降低存量房
贷利率、优化调整住房信贷政策
……近期一系列房地产政策不断优
化调整，积极落实7月24日中央政
治局会议的相关部署，政策工具箱
不断充实。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
表示，这些举措持续坚持“房住不
炒”的定位，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释放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
有序发展的信号，将为提振市场信
心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政策发布，市场对相关举
措尽快落地见效充满期待。特别是
大量存量房贷借款人希望早日享受
政策利好，降低利息负担。

此前，中信银行、招商银行等
多家银行高管在中期业绩发布会上
透露，已对调整存量房贷利率进行
了业务的分析测算，并制定了预
案。农业银行副行长林立表示，该
行将抓紧制定具体的操作细则，尽
快完成合同文本的准备工作，加紧
系统改造调整等方面的工作，积极
做好组织实施。

金融管理部门有关负责人介
绍，具体利率调整幅度由借贷双方
协商确定，但调整后的利率，不能
低于原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的首套
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这意味
着，利率调整的幅度主要取决于商
业银行当时的加点情况，主要下调
的是银行当时过高的风险溢价部分。

中信银行副行长谢志斌表示，各
地按揭贷款利率差异较大，存量房贷
利率调整难以实行“一刀切”，调整力
度也要兼顾银行实际的承受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
表示，将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引导
银行与客户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

则进行自主协商，有
序 降 低 存 量 房 贷 利
率。支持各地因城施
策用好政策工具箱，
引导个人住房贷款实
际首付比例和利率下
行，更好满足刚性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

（新华社北京9月
1日电）

74岁的田美珍家住南京市秦淮区，不久前不慎
骨折，子女们白天又无暇照顾，一日三餐成了一大
难题。得知社区的银发助餐点可凭社保卡就餐，还
可为行动不便的居民送餐上门，老人的吃饭问题迎
刃而解。

很多人都不知道，小小社保卡，除了社保认
证、工伤结算等人社服务外，已经具备了待遇领
取、异地就医等多重功能，同时在许多地区还可以
用来乘坐公交、借阅图书、景区购票、享受养老服
务等，用途不断增加。

截至6月末，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74亿
人，覆盖97.3%的人口，其中8.08亿群众同时在手
机中领取了电子社保卡。2022年，全国电子社保卡
为百姓提供服务达112.85亿次。

“我国正在以社保卡为载体，为百姓全面加载
社保服务、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多方
面功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主任宋京燕
表示，社保卡的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已制定的应用
目录清单达160项。

刚刚入职不久的黄先生，在哈尔滨出差时急需
看病。通过拨打公司所在的江苏省盐城市人社部门
电话，黄先生通过线上操作，当天就顺利办理了社
保卡，解决了异地就医结算的问题。

据宋京燕介绍，目前，社保卡已全面支持各地
就医购药结算以及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此外，
31个省份的307个地市通过社保卡发放惠民惠农财
政补贴资金，28个省份的248个地市可持社保卡乘
坐公交，30个省份的200多个地市实现凭社保卡借
阅图书、进公园和博物馆、景区购票等。

“我们会同相关部门在上海、江苏、浙江等9
个省份和雄安新区开展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
试点，跨部门协作机制有效建立，长三角、川渝等
区域‘一卡通’初具规模。”宋京燕说。

在长三角三省一市，第三代社保卡均加载了
“交通联合”功能，百姓凭卡可以通乘全国300余个
城市（含长三角所有城市）的地铁、轮渡、公交车
等。医疗服务方面，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近1万
家医疗机构支持凭卡就医。2022年，长三角地区凭
卡异地门诊住院结算约480万人次，医保基金支付
金额约150亿元。

围绕群众跨地区服务需求，人社部门还在部分
地区积极探索“同城待遇”模式。

当前，江苏实现省内乘坐公共交通可享受“苏
锡常”“宁镇扬”等四大片区交通出行“同城待
遇”；浙江宁波市优选餐饮住宿、旅游观光等584个
商家作为社保卡特约商户，为全国持卡人提供同等
优惠；浙江嘉兴市和丽水市上线老年人“同城待
遇”服务，已为25万名长三角地区老年人提供“待
遇智享、出行智助、慢病智医、意外智护、社区智
乐”等服务。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你手里的这张卡
可发挥大作用

跨省就医、交通出行、文旅购票……

存量房贷利率、首付款比例将有何变化？
房贷政策迎来重要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