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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的影响几何？  

2019 年 12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金融机

构应与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客户就定价基准转换条款进行协商，将原合同约定的利率

定价方式转换为以 LPR 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加点可为负值）。主要关注点如下： 

其一，这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又一重要举措。在 LPR 报价机制改革后，

央行制定了相应的“358”考核要求（2019 年 9 月末，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贷

款中应用 LPR 做为定价基准的比例不少于 30%；2019 年 12 月末，上述比例不少于

50%；2020 年 3 月末，上述比例不少于 80%）。该要求仅针对增量贷款，整体来说

LPR 作用发挥效果并不明显，本次则是针对存量贷款。从时间点来看，2020 年 3 月

后 LPR 应用于增量贷款的要求将基本完成，此后进一步着手存量贷款定价基准的转

换有利于 LPR 改革的持续推进。预计未来 LPR 对贷款定价的引导作用将明显增强，

货币政策传导有望进一步畅通。 

其二，这是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内在要求。当前，降低实经济融资成

本依然任重道远。自央行 2019 年 8 月实施 LPR 改革以来，经多次报价后，当前 1 年

期和 5 年期 LPR 分别报 4.15%和 4.8%，分别较 8 月份下行 16 个和 5 个基点（图 1）。

但实体经济融资利率降幅有限，2019 年三季度末，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 

5.62%，仅比上年末下行了 2 个基点，其中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不降反升，2019 年

三季度末为 5.96%，较上年末上行 了 5 个基点（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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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年期和 5 年期 LPR 报价情况  图 2：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走势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其三，这将给商业银行带来更大的经营压力和挑战。一方面，在储蓄率趋于下行、

存款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由于我国存量贷款规模大（2019 年 11 月末，金融机构

各项贷款余额达 151.97 万亿元），定价基准转换后将给商业银行带来较大息差管理

和资产负债管理压力。另一方面，对商业银行风险定价、内部定价能力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从公告要求来看，最终贷款利率要通过银行与客户协商的方式来确定，需要银

行综合考虑客户本身的信用资质、放款银行的资金成本、风险成本和市场供求等多种

因素。此外，当前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 FTP 与金融市场业务 FTP 存在脱节现象，未

来如何优化调整 FTP 定价管理体系，也是商业银行需要思考的问题。 

 

 

（点评人：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范若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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