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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住房商业贷款有关政策

支持居住困难家庭改善居住条件

为支持居住困难家庭改善居

住条件，对符合条件的“以旧换新”

居民家庭，给予住房置换期间过渡

租房、装修搬家等适度补贴。

一是补贴对象。自《通知》施
行之日起，在一年内出售外环内

2000年前竣工、建筑面积在70平

方米及以下的唯一住房，并购买外

环外一手住房的居民家庭，可以向

购入一手住房所在区房地产交易

中心申请补贴。

二是补贴标准。按出售住房
建筑面积实行分档定额补贴，建筑

面积30平方米以下的，每套补贴标

准2万元；住房建筑面积30—50平

方米的，每套补贴标准2.5万元；住

房建筑面积50—70平方米的，每套

补贴标准3万元。在办理新购一手

住房不动产权证后领取补贴。

上海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

跃进表示，在“以旧换新”政策方

面，上海创新性提出两种补贴模

式。这些措施不仅支持更多居住

困难家庭改善居住条件，还可以盘

活二手房市场。

上海将坚持因城施策，适应房

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满足

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统

筹存量和增量、市场和保障，多措

并举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推

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

地产高质量发展。

按照因城施策原则，调整本市

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有

关政策：

一是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

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减45个基点（调整后，5年期以上

房贷利率下限目前为3.5%），最低

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20%。

二是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

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减5个基点（调整后，5年期以上房

贷利率下限目前为3.9%），最低首

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35%；自贸

区临港新片区以及嘉定、青浦、松

江、奉贤、宝山、金山6个行政区全

域继续实行差异化政策，二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调

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减25个基点（调整

后，5年期以上房贷利率下限目前

为3.7%），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

不低于30%。

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要求，结

合本机构经营状况、客户风险状况

等因素，合理确定每笔贷款的具体

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具体贷

款业务可向经办银行咨询。

“新举措进一步优化了信贷政

策，利率降低可以缓解月供负担。”

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曦分析

道，对于二套房的房贷利率下调幅

度最大，从4.25%（非差异化地区）

降低到3.9%。按最新利率计算，

贷款100万，30年，月供为4717

元，总利息支出69.80万元，比原先

分别减少约350元和12.61万元。

金融政策组合会让购房者切实降

低购买成本。这一系列新举措会

进一步强化楼市企稳的心理预期，

对刚需和改善型买家都释放出友

好信号，预计6月楼市成交量有望

止跌回升。

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个人贷

款支持居民合理住房需求的作用，

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政策。

一是提高贷款额度。对购买
首套住房的职工，个人公积金（含

补充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

为80万元，家庭公积金（含补充公

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60万

元。多子女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

房，最高贷款额度在此基础上上

浮20%政策不变，即最高可达192

万元。对购买第二套改善型住房

的职工，个人公积金（含补充公积

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65万元，

家庭公积金（含补充公积金）最高

贷款额度调整为130万元。

二是降低首付款比例。申请
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的，最低

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申请公积

金贷款购买第二套改善型住房的，

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35%，所购

住房在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以及嘉定、

青浦、松江、奉贤、宝山、金山6个行政

区的，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30%。

为满足多子女家庭合理住房

需求，在住房限购和信贷等方面

采取支持措施。

一是增购1套住房。对二孩
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包括本市

户籍和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

执行现有住房限购政策基础上，

可再购买1套住房。

二是优化首套住房套数认

定。优化多子女家庭在个人住房
贷款中首套住房认定标准，减少

购房利息负担。

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政策

满足多子女家庭合理住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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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昨

天，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

市房屋管理局、市规划资源局、市

税务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优化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政策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提出调整优化住房限购

政策、支持多子女家庭合理住房

需求、优化住房信贷政策、支持

“以旧换新”以及优化土地和住房

供应等九条政策措施。《通知》自

2024年5月28日起施行。

《通知》明确调整优化住房

限购政策。一是优化非沪籍居

民购房条件。缩短非本市户籍

居民家庭以及单身人士购房缴

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年

限，扩大购房区域。二是调整相

关政策口径。取消离异购房限

制，调整住房赠与规定，支持企

业购买小户型二手住房用于职

工租住。

《通知》强调支持多子女家

庭合理住房需求。一是可增购

1套住房。二是优化多子女家庭

在个人住房贷款中首套住房认定

标准。

《通知》提出优化住房信贷政

策。一是按照因城施策原则调

整优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二

是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个人

贷款支持居民合理住房需求的作

用，适度提高本市住房公积金个

人贷款最高额度。

《通知》提出支持居住困难

家庭改善居住条件。阶段性采

取给予过渡租房、装修搬家等适

度补贴措施，支持居住困难家庭

住房“以旧换新”，促进改善居住

条件。

《通知》要求优化土地和住房

供应。充分发挥城市总规的统领

作用，合理把握区域规划时序和开

发节奏、结构，着力提升土地资源

配置效率，根据区域基础设施、公

共配套、产业发展、市场需求等，实

现高质量精准供地。完善房地联

动机制，差异化调整优化中小套型

住房面积标准和比例要求，支持区

域统筹、总体平衡，更好促进区域

人口、土地、住房协调发展。

《通知》还明确，上海将建立

健全住房保障体系，探索通过国

有平台公司等主体收购、趸租适

配房源，优化住房保障供给；加快

推进“两旧一村”改造等城市更

新，多渠道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

居住条件和环境质量；提升住房

品质，支持建设绿色、低碳、智能、

安全的好房子；加强监测监管，维

护房地产市场秩序。

上海出台九条新措施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

多子女家庭可增购1套住房

为满足合理住房需求，服务人

才安居，促进职住平衡，差异化、分

区域调整优化住房限购政策。

一是缩短非沪籍居民购房所
需缴纳社保或个税年限。将非沪
籍居民购房所需缴纳社保或个税

年限从“连续缴纳满5年及以上”

调整为“连续缴纳满3年及以上”；

新城以及南北转型等重点区域的

非沪籍人才购房相应从“连续缴纳

满3年及以上”调整为“连续缴纳

满2年及以上”，自贸区临港新片

区的非沪籍人才购房继续执行“连

续缴纳满1年及以上”规定。

二是扩大重点区域非沪籍人
才以及非沪籍单身人士购房区
域。立足促进区域职住平衡，将新
城以及南北转型等重点区域的非

沪籍人才购房区域，扩大至所在区

全域；非沪籍单身人士购房区域，

扩大至外环内二手住房。

三是调整相关政策口径。取
消离异购房合并计算住房套数规

定，对夫妻离异后购房的，不再按

离异前家庭计算拥有住房套数。

调整住房赠与规定，已赠与住房不

再计入赠与人拥有住房套数。

四是支持企业购房用于职工租
住。对企业购买小户型二手住房（系
指2000年前竣工、建筑面积在70平

方米及以下的二手住房）用于职工

租住的，不再限定购买住房套数。

“新政聚焦多措并举支持以新

市民和青年家庭为主的合理住房

需求。”上海师范大学房地产与城

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光灿分析

道，这一系列措施可以更好地解决

刚就业新青年的住房问题，并促进

职住平衡，使新市民，特别是新毕

业大学生，尽快安居乐业。

本报讯（记者 屠瑜）记者从昨

天召开的上海长护险高峰论坛上获

悉，上海自2018年1月全面推行长

护险试点至今，已有超73.5万名失

能老人享受待遇，占全国三分之一；

当前每月服务失能老人约40万人，

有效缓解了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

力，让广大失能群体得到迫切需求

的服务保障。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为因年

老、疾病或伤残导致生活不能自理

的老年人提供护理费用补偿的一种

社会保险制度，对于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妥善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

理保障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我国

自201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试点以来，全国已在49个城市开展

长护险试点工作，覆盖约1.8亿人，

累计超230万人享受到相关待遇，

年人均减负约1.4万元，定点服务机

构达8000家，护理服务人员约30万

人。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加

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成为各国社

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口已达2.6亿，其中失能人员超过

4000万名，面对的相关挑战尤为严

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

凡表示，随着长护险制度在全国进

入全局推进阶段，中国模式的长护

险以可持续、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

系为特点，可帮助解决老龄化、慢病

化、少子化叠加发展背景下的长期

护理难题，满足庞大且刚性的专业

医疗护理服务需求。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上海未来将继续按照国家

相关战略部署和指引，围绕长护险

保障范围、筹资机制、服务管理等

方面持续探索，进一步促进建立更

加公平适度的社会保障制度，进一

步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

步促进传承中华孝老敬老的传统

文化。

超  .5万名失能老人享受长护险服务

优化非沪籍居民购房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