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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一
老一小”相关家庭再迎减税红利。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提高个人所

得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通

知》，决定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根据通知，自2023年1月1日

起，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

扣除标准，由每个婴幼儿每月1000

元提高到2000元；子女教育专项附

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子女每月1000

元提高到2000元。赡养老人专项

附加扣除标准，由每月2000元提高

到3000元。其中，独生子女按照每

月3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非独生

子女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3000元

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

超过每月1500元。

据了解，纳税人还没有填报享

受2023年度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的，可以在个人所得税App或者通

过任职受雇单位填报专项附加扣

除信息后享受。纳税人自9月份

纳税申报期起，就可以由任职受雇

单位按照提高后的新标准扣除，也

可以在办理2023年度个人所得税

汇算清缴时按照新标准申报扣

除。今年以来，纳税人已经按照原

标准填报享受2023年度这3项专

项附加扣除的，无需重新填报，信

息系统将自动按照提高后的专项

附加扣除标准计算应缴纳的个人

所得税。

个税有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提高

“一老一小”家庭迎来减税红利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银行存

款利率普遍下降之后，钱放到哪

里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此，不少网友也在网上给

出了自己的选择，包括购买国债、

投资稳定分红的股票以及最近比

较火热的零钱组合理财。尤其是

后者已经在市场上掀起小波澜，

备受关注。

今年以来，不少银行将几只

甚至几十只货币基金等产品组合

搭配，成为一种新的组合式现金

管理产品，也是银行零钱理财类

产品的一种。整体来看，申赎灵

活兼顾收益和安全性，成为零钱

理财类产品受到投资者追捧的重

要原因。

据普益标准统计，7月份全市

场共发行了59款零钱理财类产品

（包含总份额产品），较去年同期

上涨883.33%，翻了近9倍。其中

97%为理财公司发行，发行规模合

计为2989万元。另外，有消息指

出，目前市场上零钱理财7日年化

收益率超过2.3%的产品占比一半

左右。

虽然可供投资的产品种类十

分丰富，但对投资者来说仍要保

持理性。农银理财混合策略投资

部总经理刘湘成指出，投资者要

选择和自己风险偏好、期限、收益

率要求等相匹配的理财产品。

“一是建议投资者在理财产品

上实现分散化投资。分散，一方面

体现在不同理财机构发行的理财

产品的分散，由于不同理财机构的

投资风格、收益风险特征具有差

异，适度分散可以实现投资风险的

分散；另一方面因为近年来资产轮

动频繁，不同类型的理财产品收益

也往往出现轮动现象，建议在分散

投资不同理财机构产品，也在投资

不同理财产品类型上实现分散，如

纯固收、‘固收+’乃至混合类理财

产品都可以分散化投资。二是坚

持长期持有的原则。随着中国经

济稳步增长、不断转型，长期来看

无论是股票和债券都有较好的投

资机会，相应的理财产品净值也能

实现长期增长，但因为市场短期波

动影响因素较多，如去年四季度在

疫情政策优化后债市大幅波动，也

带来理财产品净值的大幅波动，但

是如果能够坚持持有超过6个月，

当短期因素造成的波动被熨平，市

场重新回归长期理性后，理财产品

净值均实现相对尚可的收益。”

“存款利率下行，对不同理财

产品收益率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存款利率下行会带来未来债券收

益率的回落，这个对于已经发行

的固收类资产而言是债券资本利

得的增厚，反而可能带来净值的

上升。因此如果认为未来债券利

率下行是趋势，那么早买固收类

产品的回报要比晚买固定收益类

资产更好。”申万宏源债券研究部

总监、固收与资产配置首席分析

师金倩婧指出，存款利率的下行

大概率导致的结果是债券利率的

下行，但是权益类资产、衍生品甚

至一些长期的另类资产可能受债

券利率下行而上涨。

本报记者 杨硕

上海多家银行开启
新一轮存款利率下调

昨天晚间，中国人民银

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关于调整优化差别化

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和《关

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

率有关事项的通知》，最低首

付款比例和利率下限、存量

房贷利率均迎来调整。业内

人士指出，本轮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政策调整，一方面

是引导个人住房贷款实际首

付比例和利率下行，减轻居

民首付负担。另一方面是化

解存量房贷利率与新发放房

贷利率的利差问题，减轻居

民债务负担，减少居民提前

还贷行为。

两部门在《关于调整优

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

知》中决定，统一全国房贷最

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二套房

贷利率下限。具体来看：

一是统一全国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

政策下限。不再区分实施

“限购”城市和不实施“限购”

城市，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

付款比例政策下限统一为不

低于20%和30%。

二是将二套住房利率政

策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

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加20个基点。首套住房利

率政策下限仍为不低于相应

期限LPR减20个基点。

通知规定，各地可因城

施策，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

形势和调控需要，自主确定

辖区内首套和二套住房最低

首付款比例和利率下限。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在《关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

款利率有关事项的通知》中，两部门

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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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人可向承贷金融机构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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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要求，新发放贷款的利率

水平由金融机构与借款人自主协商

确定，但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上的加点幅度，不得低于原

贷款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住房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新

发放的贷款只能用于偿还存量首套

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仍纳入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管理。

协商变更后的贷款合同利率水

平，不得低于原贷款发放时所在城

市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政策下限。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上的加点幅度，不得低于原贷

款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

策下限。

按照通知规定，符合条

件的存量首套住房贷款是

指，2023年8月31日前金融

机构已发放，已签订合同但

未发放的，以及借款人实际

住房情况符合所在城市首套

住房标准的存量住房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

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指

出，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

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借款人和银行对于有序调整

优化资产负债均有诉求。同

时，引导个人住房贷款实际

首付比例和利率下行，将更

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降低存量房贷利率，无

疑将直接降低借款人的房贷

利息支出，修复居民的负债

端，提振居民消费意愿。对

于商业银行，降低存量房贷

利率亦可一定程度上减缓居

民提前还贷情况。

有业内分析指出，存量

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调整后，几千万户、上

亿居民的财务负担会有明显

下降，利率平均降幅大约为

0.8个百分点。据估算，本次

调整涉及的客户可能超过

4000万，涉及调整的贷款规

模可能达25万亿元。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

跃进指出，此次政策比较清

晰地明确了首套房和二套房

的首付比例，即两成和三

成。其中首付比例为20%的

规定，在很多地方已经执

行。但是确实有很多城市由

于限购的因素，直接规定二套房的

首付最低比例为40%。所以此次最

低首付的政策，其实就是督导各地

积极作为，主动降低各种首付比例。

严跃进表示该政策的最大变化

在于，二套房的利率下限从过去“加

60个基点”变为“加20个基点”，相

当于一次性降低了40个基点。从

这个角度看，对于二套房方面的政

策确实非常给力。换句话说，即便

有部分购房者可能不能享受认房不

认贷政策，若按现在的政策，即便是

二套房，其房贷利率也明显下调

了。此次政策体现了“一碗水端

平”。因为既然要支持合理住房消

费需求，那么首套房和二套房都应

该有降息方面的支持。但过去比较

侧重首套房，而现在对于二套房也

给予了非常明确的降息，说明政策

重视。总结起来，二套房和首套房

一样，其购房成本在明显下降。

本报记者 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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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存款挂牌利率下调到来。记者从沪上

多家银行了解到，自今日起，多家银行将开启新一

轮存款利率下调。此次调整根据存款期限不同，

调降幅度分别在  到  个基点。截至记者发

稿，工商银行与农业银行已经在官网贴出相关信

息，下调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和五年期人民币

定期存款利率至 .  %、 .  %、 . %、 .  %

（此前分别为 .  %、 .  %、 .  %、 . %）。

此次存款利率调整并非毫无

先兆，有银行早早预告存款利率

将要下调。

“9月1日开始，个人储蓄存款2

年期、3年期，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2年期从2.6%调整至2.55%，

3年期从3.2%调整为3.1%，还有四

天时间，大家把握机会。”8月28日，

一家上市城商行的客户经理就已经

在朋友圈、客户群提醒存款利率即

将下调的具体时间。

昨天，沪上某国有大行人士向

记者确认，定期利率9月1日将迎

来全面下调。该行具体的执行利

率分别为1年期定期存款从1.9%

降至1.8%，下调10个基点；2年期

定期存款从2.3%降至2.1%，下调

20个基点；3年期的降幅则达到25

个基点，从2.85%下调至2.6%。

对于银行客户而言，这意味

着存款利息的减少。若以100万

元为例，一年期定存下调10个基

点后，一年后到手的利息将减少

约1000元；二年期下调20个基点

后，二年利息将减少约4088元；三

年期定存下调25个基点后，三年

利息将减少约7900元。

事实上，2022年至今，银行存

款挂牌利率已经历了多次调降。

距离最近的是今年6月8日，

6家国有大行集体调整存款利率，

从公布的挂牌利率来看，活期存

款利率由0.25%降至0.2%，整存

整取定期存款利率2年期下调10

个基点至2.05%、3年期和5年期

均下调15个基点至2.45%、2.5%，

3个月、6个月、1年期利率暂无变

动，邮储银行6个月、1年期仍分

别高于其余五大行1个基点、3个

基点，为1.46%、1.68%。

经过多轮存款利率调整之

后，目前除了城商行3年期平均利

率在3%以上，其他银行各期限存

款平均利率均在3%以下。接下

来，预计各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在

3%以上的存款产品将越来越少。

不过，受金融市场波动、投资

者投资风险偏好下降等因素影

响，此前多轮的存款利率下调未

能降低储户存款的热情，银行上

半年定期存款仍出现较大增幅，

而在存款成本降幅低于贷款收益

率降幅的背景下，银行息差也持

续收窄。2023年半年报数据显

示，A股上市的6家国有银行和9

家股份制银行上半年净息差较去

年同期下调9—36个基点。

对比此前定期存款的降幅可

发现，此轮存款利率降幅更大，下

调幅度为10—25个基点，业内人

士认为，存款降幅加大可能与银行

要下调存量房贷按揭利率有关，因

此需要负债端作出更大调整，缓解

按揭利率调整对银行息差的冲击。

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

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董希淼则指

出，“预计未来一段时间，银行存

款利率仍有继续下降的可能。不

过，考虑到目前贷款利率已经处

于低位，未来下降的空间相对有

限。”他表示，从中长期看，市场无

风险利率下降是大势所趋。对于

居民来说，一定要平衡好风险和

收益来综合进行资产配置。

业内人士：未来或将继续下降

投资者如何管理钱袋子？

统一全国房贷最
低首付款比例，调整
二套房贷利率下限

业内人士：几千
万户、上亿居民的财
务负担会有明显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