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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记者 魏玉坤 刘金辉）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8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由上月下降
0.3%转为上涨0.1%；环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
价同比涨幅转正，释放经济运行回暖信号。

“8月份，消费市场继续恢复，供求关系持续改善，CPI环比涨幅略
有扩大，同比由降转涨。”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说。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食品占比较高。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
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降幅与上月相同；环比由上月下降1%转为上
涨0.5%。

董莉娟分析，8 月份，受部分地区极端天气影响调运、养殖户压
栏惜售及中央储备猪肉收储支撑市场信心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环
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11.4%；夏季蛋鸡产蛋率下降，加之临近开学
及中秋消费需求有所增加，鸡蛋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 0.9%转为上涨
8.3%；鲜果供给充足，价格环比下降 4.4%，降幅比上月收窄 0.7 个百
分点。

猪肉价格在食品价格中占有较高比重。针对未来猪肉价格走势，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表示，预计下半年
我国猪肉供需总体平衡，供给和需求均将季节性增长，生猪价格整体走
势可能呈现季节性回升。

8月份正值暑期，旅游、宾馆住宿等服务消费持续恢复。统计数据
显示，8月份服务价格同比上涨1.3%，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环
比上涨0.1%，其中宾馆住宿和旅游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8%和1.4%。

据测算，8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8%。
“今年以来，我国核心CPI同比涨幅一直处于1%左右的区间波动，这表
明我国居民消费价格虽结构上有所分化但总体保持稳定。”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立坤说。

业内人士分析，作为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CPI同比由降转涨，
表明我国政策效应持续显现，经济循环不断畅通，供求关系明显改善，
经济回升向好动力增强。

围绕家居、汽车等重点领域，商务部等部门陆续出台多项促消费政
策；湖南发布恢复和扩大消费20条举措、北京发放总规模超1亿元的新
一批“京彩·绿色”消费券；重点电商平台如美团买菜，针对市场需求变
化及时增加应季生鲜食品供应，根据地区消费市场情况调配人力，满足
市民即时配送需求……近期，各方从供需双侧发力，推动消费需求回
暖，保障物价平稳运行。

“下阶段，随着经济恢复向好，市场需求持续扩大，供求关系有望逐
步改善，加之上年同期高基数的影响逐步消除，CPI同比涨幅将逐步回
到合理水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CPI运行向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运行也延续积
极态势。8月份，受部分工业品需求改善、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
响，PPI同比下降3%，降幅比上月收窄1.4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下降
0.2%转为上涨0.2%，今年以来首次转正。

具体来看，8 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影响，国内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价格环比上涨 5.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环比
上涨 5.4%。金属相关行业需求有所改善，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业价格环比上涨 0.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
0.1%。

王立坤表示，从主要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看，受全球需求不足影响，
下半年能源、黑色金属价格或将保持在当前水平，而去年同期这两类商
品价格呈下跌趋势，意味着同比基数逐步下降。预计下半年PPI同比降
幅或将继续收窄，中下游制造业企业营收将持续改善，工业运行有望保
持总体平稳。

近期有关部门陆续发布的经济数据传递更多积极信号。8月份，中
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升至 49.7%、中国大宗商品指数升至
102.7%、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升至111.1点，经济回升向好势头明显。期
货交易规模保持增长态势，8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同比
分别增长47.76%、23.49%。

毕马威日前发布的2023年三季度《中国经济观察》报告看好中国经
济的增长前景，指出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将继续增强，创新动能将持续
赋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2023年有望实现5.5%的增长。

“综合来看，尽管面临压力和挑战，但经济持续恢复和支撑高质量
发展的有利条件较多，下半年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运行，发展质量继续提
高。”付凌晖说。

为全面提升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执法领域依法行政水

平，按照中央依法治国办统一部署，我省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

展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欢

迎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举报。

一、监督举报范围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执法活

动中存在以下现象，可以进行监督举报。

（一）“逐利执法”问题。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执

法数量考核指标、非税收入任务，违规设置电子监控系统，乱

罚款、滥收费等问题。

（二）执法不规范问题。滥用自由裁量权，随意设置路障，

随意拦车、扣车，任性检查，选择性执法，违法违规限高、限行、

限速影响交通等问题。

（三）执法方式简单僵化问题。“一刀切”执法，运动式执

法，过度执法，重打击、轻人权保障等问题。

（四）执法粗暴问题。重处罚、轻教育、轻纠错、轻服务，以

罚代管、一罚了之，不听辩解、不问缘由，“碰瓷式”执法，对待

群众“冷硬横推”、侵犯群众合法权益甚至暴力执法等问题。

（五）执法“寻租”问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以权谋私办

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放管服”改革落实不到位，对非法中

介以及辅警、辅助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监管不力等问题。

二、监督举报方式
（一）监督举报电话。

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

12389公安机关及民警违法违纪举报投诉平台。

（二）监督举报邮箱。

省交通运输厅监督举报邮箱：QHJTTJDJB@163.com

省公安厅监督举报邮箱：www.12389.gov.cn

省委依法治省办监督举报邮箱：qhssftfzdcc@163.com

三、监督举报须知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监督举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客观真实反映问题。

（二）为便于核实、办理监督举报问题，请在举报时具体说

明问题发生的时间、地点、对象、主要事由和联系方式等。对

实名举报，受理单位和部门将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严格保密。

（三）监督举报受理时间为：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3年

9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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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青海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4月12日

权威解读8月份物价数据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记者吴雨 李延霞）哪些房贷能
申请下调利率？利率能下调到
多少？到底怎么操作？……自
两部门发文引导降低存量首套
住房贷款利率后，这些问题一直
困扰着借款人。多家银行日前
发布公告，明确了“操作指南”。
请跟记者来看看。

问题一：我的城市刚宣布执
行“认房不用认贷”，原来按二套
房贷利率办的房贷能申请下调
利率吗？

答：可以。这次调整范围明
确是首套个人住房贷款，但根据
近期“认房不用认贷”政策落地
情况，各家银行也细化了首套房
贷的认定标准。

农行表示，房屋购买时家
庭在当地没有其他成套住房，
但因当地政府采取“认房又认
贷”政策导致该套住房按照二
套房贷利率标准办理房贷，现
在当地政府执行“认房不用认
贷 ”政 策 的 ，也 在 调 整 范 围
内。

工行表示，房屋购买时不是
家庭在当地唯一成套住房，但后
期通过交易等方式出售了其他
成套住房，本住房成为家庭在当
地唯一成套住房且当地政府执
行“认房不用认贷”政策的，也可
以申请调整。

也就是说，原来“认房又认
贷”政策下的购房者，有机会通
过“二套转首套”享受政策利好。

问题二：我的房贷是在房贷
利率“换锚”前办的，利率能降多
少？

答：工行表示，2019年10月
8日（不含当日）前发放、已转换
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定
价的浮动利率贷款，最低可调整
至相应期限 LPR 不加点，原贷
款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
率政策下限转换后为LPR加点
的，按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房贷
利率政策下限执行。

一个背景是：2019 年 10 月
8 日起，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正式“换锚”，
以 LPR 为 定 价 基 准 加 点 形
成。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定价
基准转换也于 2020 年 8 月底

结束。
如果小张在2019年初签订

了房贷合同，利率是贷款基准利
率的 1.1 倍。转换为 LPR 定价
后，小张的房贷变为 LPR 加 59
个基点。假设小张当时所在城
市的政策下限与全国保持一致，
那这次调整，小张的房贷可以调
整为 LPR，明明白白可以降低
59个基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几家
银行都表示，如果你当时的贷款
利率低于全国下限，银行将不作
调整。

比如，小王在2015年8月1
日签订了房贷合同，当时享受了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打 九 折（下 浮
10%）的优惠。在“换锚”后，小
王的房贷转换为LPR减39个基
点。因为小王的房贷利率水平
已低于 LPR，因此银行将不作
调整，小王的房贷仍维持 LPR
减39个基点。

问题三：以 LPR 为定价基
准发放的房贷利率怎样调整？
能下调多少？

答：中国银行表示，2019年
10 月 8 日（含）至 2022 年 5 月 14
日（含）发放的，调整后的利率按
全国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即
相应期限（原贷款合同期限）
LPR 利率执行；2022 年 5 月 15
日（含）至2023年8月31日（含）
已发放的或已签订合同但未发
放的，调整后的利率按全国首套
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即相应期限
（原贷款合同期限）LPR减20个
基点执行。

这一次，你的房贷利率能
降 多 少 ，取 决 于 两 个 关 键 因
素：贷款发放时间，以及所在
城 市 首 套 房 贷 利 率 政 策 下
限 。 影 响 降 幅 多 少 的“ 分 水
岭”就是 2022 年 5 月 15 日，因
为自那日起，全国首套房贷利
率政策下限调整为 LPR 减 20
个基点。

假设你所在城市的首套房
贷利率政策下限与全国下限一
致，你当时的贷款利率是 LPR
加 50 个基点，那么就会有两种
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贷款
是在2022年5月14日或之前发
放 ，这 次 利 率 最 低 能 调 整 到

LPR，可下降50个基点；第二种
情况，如果贷款是 5 月 15 日及
以 后 发 放 的 ，最 低 能 调 整 到
LPR减20个基点，可下降70个
基点。

另外，对借款人而言，具体
能享受到多大幅度的调降，还要
看办理贷款时当地的首套房贷
利率下限。

拿北京来说，从房贷利率
“换锚”伊始，就在全国政策下
限LPR的基础上“因城施策”加
了 55 个基点。北京市民小刘
前几年买首套房时正赶上信贷
供给偏紧、利率走高，合同利率
签订为 LPR 加 135 个基点。这
次，他可以和银行协商，最多可
降低的加点幅度是 80 个基点，
降到签订合同当年北京首套房
贷利率政策下限，即 LPR 加 55
个基点。

问题四：如果此前没有选择
将房贷利率转换为 LPR 计价，
是不是就无法享受此次下调？

答：不是，还有机会申请转
为采用LPR定价的浮动利率贷
款。

农行表示，符合首套住房贷
款利率政策，且未以 LPR 为定
价基准的固定利率贷款或参考
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的浮动利率
贷 款 客 户 ，需 申 请 转 换 为 以
LPR 为定价基准后，再进行利
率调整；未申请转换的，将无法
办理。

问题五：个人还需要提出申
请吗？

答：此次四大行主要采用变
更合同约定利率水平的方式，大
部分银行将于2023年9月25日
起主动进行批量下调，无需客户
申请。办理存量首套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调整过程中，银行不收
取任何费用。

但是，如果要采取“新贷款”
置换“老贷款”的方式，或者要申
请“二套转首套”，那还得向银行
提出申请。

如工行表示，“二套转首
套”、不良贷款归还积欠本息及
当前执行固定利率或基准利率
定 价 的 存 量 房 贷 客 户 ，可 于
2023年9月25日起向该行提出
申请。

多家银行明确了，存量房贷利率调整这么办贷利率调整这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