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PR“降息”落地 多地银行跟进下调房贷利率

本报记者 王方圆

九个月按兵不动后，中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再次调降，各地房贷利率也跟随调整。 6月20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北京、深圳、苏州等地多家银行已迅速下调商业贷款利率。 其中，苏州首套房贷款利率已低至4%。 郑州的首套房贷款利率在此前降至3.8%之后，有望进一步降至3.7%。

部分银行降至4%

“2023年6月20日，房贷利率较上月有下降，目前5年期以上LPR为4.2%，首套房贷款利率为4.75%（4.2%+55个基点），二套为5.25%（4.2%+105个基点）。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一位客户经理表示，LPR调整之后，该行已经第一时间对商业贷款利率进行调整。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房贷经理林女士表示，6月20日起该行房贷利率也随着LPR下调而下调，首套房、二套房贷款利率开始按4.5%、4.8%执行。 “但因为涉及系统切换，如果是6月20日当天放款，仍然需要按照此前的利率来执行，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提前跟客户沟通次日再放款。 ”

苏州的房贷利率也有所调整，首套房贷款利率已经低至4%。 建行苏州分行一位房贷经理表示：“苏州首套房贷款利率下限为LPR减20个基点。 央行6月20日公布的5年期以上LPR是4.2%，那我们首套房贷款利率就是4.0%。 ”

广州、郑州多位银行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还未收到房贷利率下调的通知，但预计将在本周收到。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吴先生称：“广州的首套房贷款利率与五年期以上LPR持平，基本每次房贷利率都是跟随LPR调整的，目前就等通知了。 ”郑州银行郑州分行相关人士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调整通知，仍然执行首套3.8%、二套4.9%的通知，预计会首套下调至3.7%、二套房下调至4.8%。

房贷利率料迎普降

“随着LPR的下调，预计最近两周各大银行会纷纷下调房贷利率，即普遍会下降10个基点。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LPR降息后首套房贷利率进一步下调，对于首套房的认购有积极作用。 预计后续各地认定首套房的标准会进一步放宽，对于购房者更好享受首套房贷利率有积极作用。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分析称，本月LPR下降将起到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再次传递出稳增长、促发展的政策信号，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二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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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存量房贷和新增房贷利率都将下降，有助于提振居民消费和投资。

在此次LPR下调后，有更多城市首套房贷款利率有望降至4%以下。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陈霄分析：“目前来看，下调首套房贷利率的城市较LPR减60个基点为最低利率水平，也有韶关、惠州等部分城市阶段性取消了首套房贷利率下限。 也就是说，本月LPR报价下降后，部分城市的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可至3.6%。 ”

放款环节高效运转

记者调研了解到，目前房贷放款环节正保持高效运转，部分银行甚至可在三日内完成。

“我们银行从房子过完户到放款，一般只需要三个工作日。 ”上述房贷经理林女士表示，该行放款效率比较快，且存量客户若有房贷提前还款的需求，该行一般也会在45天之内结束办理。

上述建行苏州分行客户经理告诉记者，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目前该行一般一周之内可以完成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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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证商品指数公司指数行情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郑商所）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1287.02 1301.39 1285.36 1298.74 5.54 1295.46

易盛农基指数

1555.56 1571.72 1551.38 1569.79 8.26 1562.83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结算价 涨跌

涨跌幅

（%）

中证商品期货指数

1756.79 1760.86 1750.97 1757.80 1756.00 -2.31 -0.13

中证商品期货价格指数

1340.13 1343.23 1335.69 1340.90 1339.53 -1.76 -0.13

中国国债期货收益指数

10

年期

120.695 120.802 120.630 120.755 120.749 0.143 0.12

中国国债期货收益指数

5

年期

111.779 111.878 111.741 111.873 111.840 0.143 0.13

中国国债期货收益指数

2

年期

105.452 105.514 105.436 105.494 105.488 0.063 0.06

中证中金商品指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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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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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分红进行时

高股息率成投资者心头好

●本报记者 薛瑾 黄一灵

银行股密集分红窗口已开启。

6月20日， 西安银行发放2022年年

度现金红利，共计7.33亿元。 6月21

日，华夏银行、青岛银行、南京银行

派发现金红利， 三家现金红利总额

超过120亿元。 到7月中旬，随着国

有大行陆续实施分红方案， 上市银

行分红将迎来高峰。

“我买银行股已经十几年了，

退休后每年从银行股获得的股息，

相当于多领了一份退休金。 ” 63岁

的顾大爷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记

者从多位银行股长期投资者了解

到， 分红是最吸引他们长期持有银

行股的因素。

本周5家银行实施分红

本周共有兴业银行、西安银行、

华夏银行、青岛银行、南京银行5家

A股上市银行发放现金大礼包，共

计派发379.62亿元。从总额来看，兴

业银行现金分红总额最高，达246.8

亿元；从每股金额来看，兴业银行以

每股派发1.188元占据榜首；从现金

分红比例来看，5家银行分红率均

超24%，其中青岛银行、南京银行、

西安银行超30%。

截至记者发稿时， 兴业银行和

西安银行已派发现金红利， 华夏银

行、青岛银行、南京银行于6月21日

发放现金红利。 此外，民生银行、苏

农银行、上海银行、沪农商行、渝农

商行将于6月最后一周实施分红。

记者注意到， 截至6月20日，A

股共有12家银行已派发2022年度

现金红利，合计金额达405.85亿元。

从现金分红比例来看，12家银行

中，4家超过30%，3家低于20%，12

家银行分红比例中位数大致在

25%。 不过，上述12家银行中，中小

银行居多，股份行仅有兴业银行、平

安银行、浙商银行3家，国有大行还

暂未实施分红。

国有大行是主力

截至目前，还有20家A股银行

已发布分红预案，6家国有大行便

位列其中。 整体来看，6家国有大行

拟分红金额合计超4000亿元。 其

中， 工商银行以1081.69亿元的分

红金额高居榜首。 建设银行、农业

银行、 中国银行处于第二梯队，均

超过500亿元， 分别拟派发现金红

利972.54亿元、777.66亿元、682.98

亿元；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拟派息

总额超过200亿元， 分别为277亿

元、255.74亿元。 从现金分红比例

来看，六家国有大行均超30%。 从

节奏上看， 国有大行大多于7月中

旬实施分红。

除国有大行外，部分股份行分

红金额也较为可观。 例如，招商银

行拟派发现金红利约438.32亿元，

超过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成为分

红金额最高的股份行。 紧随其后的

便是已分红的兴业银行， 中信银

行、光大银行拟分红金额也均超过

100亿元。

不过，2022年度， 在A股42家

上市银行中仍有银行选择不分红，

其中包括郑州银行， 这也是该行连

续第三个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 对

此， 郑州银行称，2022年度不进行

现金分红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一

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

该行持续让利实体经济， 盈利能力

受到一定影响。 二是留存未分配利

润将有利于该行进一步增强风险抵

御能力。 三是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

用作该行核心一级资本的补充。

股息率整体较高

分析人士指出， 上市银行多年

来一直用“真金白银”回报股东，现

金分红力度随着业绩增长呈增长态

势。 很多银行股息率水平高于理财

产品平均收益率。 以6月20日的收

盘价计算，目前有22家银行股息率

在5%以上， 其中4家银行股息率超

过7%，分别为浙商银行、兴业银行、

渝农商行、江苏银行。据银行业理财

登记托管中心发布的《中国银行业

理财市场年度报告 （2022年）》，

2022年各月度，理财产品平均收益

率为2.09%。

上市银行的高股息率， 使上市

银行长期投资价值更为凸显， 成为

不少投资者的心头好。不过，业内人

士也提醒， 投资者不能以此简单比

较， 因为投资银行股还要考虑股价

波动、持有期限、所得税等问题。

对于银行股， 多位分析人士表

示， 当前银行板块估值低， 展望未

来，银行股估值修复的关键，仍在于

经济能否企稳好转。 随着下半年促

内需、稳经济的政策逐步落地，经济

复苏进程有望加快， 可对银行股起

到提振作用。

华西证券研报认为，“降息” 有

望提升市场对经济恢复的预期，后

续有望陆续推出政策组合拳， 同时

商业银行的信贷需求和整体信用风

险也有望得到边际改善。

LPR“降息” 落地

多地银行跟进下调房贷利率

九个月按兵不动后，中国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再

次调降， 各地房贷利率也跟

随调整。 6月20日，中国证券

报记者获悉，北京、深圳、苏

州等地多家银行已迅速下调

商业贷款利率。 其中，苏州首

套房贷款利率已低至4%。 郑

州的首套房贷款利率在此前

降至3.8%之后， 有望进一步

降至3.7%。

●本报记者 王方圆

部分银行降至4%

“2023年6月20日， 房贷利率较

上月有下降， 目前5年期以上LPR为

4.2% ， 首套房贷款利率为 4.75%

（4.2%+55个基点）， 二套为5.25%

（4.2%+105个基点）。 ” 招商银行北

京分行一位客户经理表示，LPR调整

之后， 该行已经第一时间对商业贷款

利率进行调整。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房贷经理林女

士表示，6月20日起该行房贷利率也

随着LPR下调而下调，首套房、二套房

贷款利率开始按4.5%、4.8%执行。“但

因为涉及系统切换， 如果是6月20日

当天放款， 仍然需要按照此前的利率

来执行，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提前跟客

户沟通次日再放款。 ”

苏州的房贷利率也有所调整，首套

房贷款利率已经低至4%。 建行苏州分

行一位房贷经理表示：“苏州首套房贷

款利率下限为LPR减20个基点。 央行6

月20日公布的5年期以上LPR是4.2%，

那我们首套房贷款利率就是4.0%。 ”

广州、 郑州多位银行人士向记者

表示， 目前还未收到房贷利率下调的

通知，但预计将在本周收到。兴业银行

广州分行的吴先生称：“广州的首套

房贷款利率与五年期以上LPR持平，

基本每次房贷利率都是跟随LPR调整

的，目前就等通知了。 ” 郑州银行郑州

分行相关人士表示， 目前还没有收到

调整通知，仍然执行首套3.8%、二套

4.9%的通知 ， 预计会首套下调至

3.7%、二套房下调至4.8%。

房贷利率料迎普降

“随着LPR的下调， 预计最近两

周各大银行会纷纷下调房贷利率，即

普遍会下降10个基点。 ” 上海易居房

地产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

LPR降息后首套房贷利率进一步下

调， 对于首套房的认购有积极作用。

预计后续各地认定首套房的标准会进

一步放宽，对于购房者更好享受首套

房贷利率有积极作用。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分析称，

本月LPR下降将起到三个方面的积极

作用：一是再次传递出稳增长、促发展

的政策信号，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

振市场信心；二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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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存量房

贷和新增房贷利率都将下降，有助于

提振居民消费和投资。

在此次LPR下调后， 有更多城市

首套房贷款利率有望降至4%以下。诸

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陈霄分

析：“目前来看，下调首套房贷利率的

城市较LPR减60个基点为最低利率水

平，也有韶关、惠州等部分城市阶段性

取消了首套房贷利率下限。也就是说，

本月LPR报价下降后， 部分城市的首

套房贷款利率最低可至3.6%。 ”

放款环节高效运转

记者调研了解到， 目前房贷放款

环节正保持高效运转， 部分银行甚至

可在三日内完成。

“我们银行从房子过完户到放

款，一般只需要三个工作日。 ” 上述房

贷经理林女士表示， 该行放款效率比

较快， 且存量客户若有房贷提前还款

的需求，该行一般也会在45天之内结

束办理。

上述建行苏州分行客户经理告诉

记者，在资料齐全的情况下，目前该行

一般一周之内可以完成办理。

“稳增长”提振信心 券商瞄准四大领域布局

●本报记者 胡雨

当前市场对“稳增长” 后续政策落

地预期进一步高涨，“稳增长” 作为高

频词也频繁出现在券商的各类研究报

告中。

在券商人士看来，后续“稳增长”

相关的一揽子政策有望出台，市场定价

逐步向政策发力“强预期” 切换。 在行

业配置上，后市可聚焦“稳增长” 主线，

非银金融、建材、银行、食品饮料等行业

布局机遇受青睐。

关注“稳增长”主线

6月20日，6月LPR如期下调， 市场

期待的“稳增长” 举措持续落地。 尽管

从权益市场表现看，A股昨日并未出现

上涨的趋势性行情，但近期一系列“稳

增长” 信号的释放及其后续带来的积极

影响已成投资机构关注焦点，“稳增

长” 作为高频词也屡屡出现在券商的各

类研究报告中。

中银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

认为，预计下半年随着去库存过程结束

和工业企业利润回升，生产端有望企稳

回升，因此“稳增长” 的重点仍在需求

端。 考虑到5月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增速

都较4月出现较明显下降， 因此市场预

期财政支持基建投资力度加码，并期待

相关房地产政策出台。“从大类资产配

置出发，配置顺序应是股票优先，其次

为债券， 再次为大宗商品， 最后为货

币。 ”

“后续一揽子政策有望出台， 市场

定价逐步向政策发力‘强预期’切换。”

从权益市场角度出发，华西证券首席策

略分析师李立峰认为，当前A股估值水

平位于历史中位数附近，市场配置性价

比仍较高， 后市在行业配置上可聚焦

“稳增长”主线。

看好四大领域

对于后市具体的行业配置策略，当

前券商对非银金融、建材、银行以及食

品饮料四大领域更加青睐，认为这些板

块更有望从后续一系列“稳增长” 政策

落地实施中受益。

广发证券非银金融行业首席分析

师陈福认为，对证券行业而言，预计后

续“稳增长” 政策组合拳将有效提振地

产周期、 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及经济增

长，改善资产质量提振市场信心，助力

估值修复。 建议积极关注保险行业相关

机遇。

开源证券煤炭建材首席分析师张

绪成认为，保交楼仍为2023年地产主基

调， 有望对地产竣工形成一定支撑。

2023年4月以来消费建材和玻璃板块回

调幅度较大，目前估值水平已处于相对

低位，投资性价比凸显。“在竣工预期向

好以及消费建材竞争格局加速优化的

背景下， 零售业务修复确定性更强，推

荐布局零售业务的消费建材企业。 ”

对于银行板块，华西证券银行首席

分析师刘志平认为，后续“稳增长” 的

政策陆续推出可期，商业银行的信贷需

求和整体信用风险也有望得到边际改

善。“目前银行板块静态PB仍处于0.55

倍的低位，具备较高性价比。 ”

民生证券食品饮料行业分析师王

言海认为， 伴随宏观经济持续修复、宏

观政策加大扶持力度，白酒板块布局信

心有所提振，建议关注品牌具备韧性的

高端酒企及具备渠道下沉能力的区域

龙头酒企。 此外，次高端酒企也是较好

的弹性标的选择。 啤酒、调味品、休闲食

品、软饮料、卤制品等多个细分领域标

的值得关注。

机构把脉周期股投资：

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利好中下游产业

●本报记者 张利静

在去年地缘冲突等宏观因素影响

下出现的大宗商品超级行情，今年大幅

缩水，国内商品价格今年以来累计下跌

约9%，较去年高点已跌去近24%。

分析人士认为，在海外经济衰退预

期及欧美银行业危机等利空影响下，今

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对大宗商品

原材料相关产业而言，最大的影响是产

业利润从上游转移至中下游，预计今年

偏中下游行业表现好于上游行业，建议

关注消费类板块。

需求受到抑制

今年以来， 大宗商品震荡下跌，文

华财经数据显示，截至6月20日收盘，文

华商品指数今年以来累计下跌约9%。

如果从2022年6月8日高点229.35点算

起，该指数迄今已经累计跌去近24%。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以来大宗商品

价格整体回落，主要受全球经济衰退预

期影响，与此同时，美联储持续加息以

及欧美银行业危机等事件，加剧了全球

经济步入衰退的风险。“在经济下行压

力下，大宗商品需求端受到抑制，与此

同时多数商品出现供过于求情况，导致

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偏弱运行。 ” 南华期

货商品分析师边舒扬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回顾今年大宗商品价格走势，2-3

月国内经济持续修复， 大宗商品价格一

度走强，但此后大宗商品价格整体回落。

“美联储及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继续

加息及缩表，市场对于欧美经济在未来

两到三个季度陷入衰退的质疑持续存

在，这对大宗商品价格构成压力。” 物产

中大期货首席经济学家景川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分析，“一季度国内经济数据

出现显著反弹，市场预期好转支撑商品

价格。但二季度以来需求端对商品价格

上行构成制约。 ”

东证衍生品研究院商品策略首席

分析师吴梦吟对记者分析， 从信用周

期来看，虽然国内信用周期回升，但在

海外信用下行周期的拖累下， 对全球

通胀及大宗商品估值形成拖累。 从产

业逻辑看， 商品基本面持续受到复苏

偏弱预期拖累，原油、煤炭等原料价格

下跌， 水电供应恢复导致工业品成本

支撑下移，供应存增长预期，驱动工业

品价格整体回落。

利润向中下游转移

在大宗商品价格总体回落之际，业

内人士认为，去年曾被大宗价格压制的

下游产业，业绩将慢慢抬升，甚至迎来

底部反转。 从宏观数据看， 国内CPI与

PPI差值自去年8月转正后，今年持续处

于正区间，且有扩大趋势。

“国内CPI与PPI差值走势实际上

可以反映出产成品-原材料价格变化趋

势，二者差值扩大代表着制造业加工企

业利润的好转。但目前需求端存在一定

‘瓶颈’ ， 这可能限制相关下游行业的

业绩表现。”景川表示，预计今年偏中下

游行业表现好于上游行业，建议关注消

费类板块。

“今年商品价格大幅回落， 对大宗

商品原材料相关产业而言，最大的影响

是产业利润从上游转移至中下游。 ”吴

梦吟分析说，相关产业的共性在于供应

持续恢复、价格下行以及中下游留存利

润有限。

“不过， 下游产业利润是否能如预

期扩张，仍需终端需求好转。 预计受原

材料成本下降影响较大的下游产业有

汽车行业、 装备制造及有色金属冶炼

等，建议投资者关注。 ”吴梦吟称，从往

年经验来看，周期股的上行周期早于相

关大宗商品的上行周期，这一规律在今

年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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