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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围绕内蒙古自治区
“奶业振兴”发展策略，结合自治区辖内乳企特征
积极开展产品创新，开发“兴牧贷”，在行业内首创

“先贷后押”“抵押后置”担保模式，真正意义上解
决了牧场前期建设无有效抵押物，融资难问题。
截至 2023年 6月末，通过蒙牛“兴牧贷”等融资产
品已累计为38个牧场投放8.81亿元。

与此同时，将牧场业务进一步重心下沉，以交
易结算奶款数据为基础，线下产品迭代升级实现

线上化，为小型社会化牧场及牧场主分别创设“兴
速贷（畜牧业专属）”“经营兴闪贷—牧场专属”线
上融资产品，目前已累计为12个牧场提供信用贷
款2865.5万元。

2023年进一步升级“兴牧贷”产品，首创牧场2
年期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模式，减轻牧场还款压力，
解决玉米、豆粕价格高位，牧场迫切购买饲草料的
金融需求。并将“兴牧贷”升级为线上“兴牧 e贷”
产品，实现全流程线上化审批及放款。（徐媛红）

兴业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助力自治区“奶业振兴”

年内第二次“降息”释放积极政策信号

记者 21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日前安
排一次性补助资金 24亿元，支持北方重点地区
开展玉米大豆“一喷多促”工作。资金主要用于
对玉米、大豆等主要秋粮作物喷施叶面肥、调节
剂、抗逆剂、杀虫杀菌剂等，增强作物抗逆性减
损失，促进壮苗稳长提单产，为确保秋粮丰收提
供有力支撑。

财政部要求各地及时下拨资金，切实加强资
金使用管理，确保专款专用，积极发挥乡镇政府、
村委会、国有农场等职能作用，重点支持符合条件
的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采取“统防统治”方
式推进统一喷施作业，确保“一喷多促”措施保质
保量、如期完成。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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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1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迎来年内第二次下

降，1年期LPR较上一期下降10个基点。专家认为，近三个

月LPR两次下降，逆周期调节力度明显加强，释放出积

极的政策信号，有助于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
间 同 业 拆 借 中 心 公 布 ，1 年 期 LPR 为
3.45%，5 年期以上 LPR 为 4.2%。 1 年期
LPR 较上一期下降 10 个基点，5 年期以上
LPR 保持不变。

市场对于本次 LPR下降已有预期。作
为 LPR报价的重要参考，本月中期借贷便
利（MLF）的中标利率较此前下降 15 个基
点至 2.50%。除此之外，8月 15日，逆回购
操作中标利率，以及隔夜期、7天期、1个月
期的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均较此前下降 10
个基点。

“央行政策利率变动会对 LPR 变动产
生比较直接的影响。”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温彬认为，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贷
款利率仍需维持在低位，LPR下降会传导
至企业实际贷款利率，有助于降低信贷融
资成本。

今年以来，1 年期 LPR 已下降 20 个基
点。6月 20日 LPR今年首次下降，1年期和
5年期以上 LPR双双下降 10个基点。

另外，今年以来，部分银行主动下调部
分期限存款挂牌利率并同步下调内部利率
授权上限，银行负债端成本持续改善，也为
LPR下降创造了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此前表示，
在发挥 LPR改革效能的同时，要持续发挥
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的重要作用，支
持银行合理管控负债成本，增强金融持续
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利率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变量。专家认
为，三个月内两度降息，释放出加大逆周期
调节和稳定市场预期的政策信号。东方金
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本次 1年期
LPR下降将引导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持续
下行，进而提振消费和投资动能，为经济持
续回升向好积蓄力量。

听说 LPR再次下降的利好消息，福建省德
化友盛陶瓷公司总经理颜旭东颇为高兴：“我们
刚刚从日本接下一批日用陶瓷新订单，如果能
获得成本更低的资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降低
财务成本，及时采买原材料投入生产。”

颜旭东告诉记者，7月底，公司从建行获得
的 1000万元贷款就曾享受 6月 LPR下降带来的
好处，贷款利率由原来的 3.8%降低为 3.4%，节
省了超 4万元的财务成本。

建行福建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负责人邱
世斌介绍，每次 LPR调整后，该行会主动对接企
业融资需求，并按照最新市场情况调整融资方
案。7月，建行福建省分行新发放企业贷款 137
亿元、加权平均利率为 3.31%，同比下降 0.26个
百分点，处于该行历史低位。

LPR 下行对新发放贷款利率影响明显。6
月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4.19%，同比下降

0.22 个百分点。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
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持续处于历史低位。6月一
般贷款中利率低于 LPR 的贷款占比为

37.74%。
当前，经济内生动力有待增强，

信贷需求回升亟需支持。数据显示，
7 月份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3459 亿

元，同比少增 3498亿元。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7月信贷波动

明显，反映出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稳固，实体经
济融资需求有待提振。在此情况下，适度降低
各类政策工具利率，引导 LPR继续下降，具有必
要性、紧迫性。伴随企业和居民信贷利率持续
下行，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或将上升，银行信贷投
放节奏也将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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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融资成本激发企业动能

此次 LPR 出现非对称调整，与 1 年
期 LPR 下降不同，5 年期以上 LPR“按兵
不动”。

董希淼认为，5年期以上 LPR保持不
变，有助于商业银行稳定息差水平，增强
支持实体经济的持续性和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稳健性。同时，商业银行要正视存量
房贷与新增房贷利差过大的问题，加速出
台存量房贷利率调整方案。

金融管理部门本月 18日联合召开电
视会议指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要
够、节奏要稳、结构要优、价格要可持续。
要继续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规范贷款利率定价秩序，统筹考虑增量、
存量及其他金融产品价格关系。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不断优化调
整房地产金融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购
房需求。特别是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
动态调整机制加速落地，带动多地房贷利
率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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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彬认为，新发放住房贷款利率已实
现大幅下降，居民投资和资产配置也发生
了改变，调降存量房贷利率有助于减少居
民扎堆提前还款和违规“转贷”行为，规范
市场秩序。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要科
学合理把握利率水平。根据经济金融形
势和宏观调控需要，适时适度做好逆周期
调节，兼顾把握好增长与风险、内部与外
部的平衡，防止资金套利和空转，提升政
策传导效率，增强银行经营稳健性。

（据新华社 吴雨 刘羽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