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

转换答记者问 

1、 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答：2019 年 8 月 17 日，人民银行发布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形成机制公告。目前接近 90%的新发放贷款已经参考 LPR

定价，但存量浮动利率贷款仍基于贷款基准利率定价，不能及时反映

市场利率变化，不利于保护借贷双方的权益。为进一步深化 LPR 改革，

人民银行发布了〔2019〕第 30 号公告，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

基准平稳转换。 

2、 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的原则是什么？ 

答：一是借款人可与银行协商确定将定价基准转换为 LPR，或转

换为固定利率，借款人只有一次选择权，转换之后不能再次转换。已

处于最后一个重定价周期的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可不转换。二是转换工

作自 2020 年 3 月 1 日开始，原则上应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

三是转换后的贷款利率水平由双方协商确定，其中，为贯彻落实房地

产市场调控要求，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在转换时点的利率水平应

保持不变。 

3、 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定价基准如何从贷款基准利率转换为

LPR？ 

答：自公告发布之日起，银行应尽快制定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计划，包括系统配套、人员培训等，同时通过多

种渠道（包括官网和网点公告、短信、邮件、手机银行和电话通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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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客户，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尽可能以简便易行的方式变更

原合同条款。定价基准转换为 LPR 的，LPR 的期限品种依据原合同的

借款期限确定，确定后在合同剩余期限内不再调整；加点数值为原合

同最近的执行利率与 2019 年 12 月 LPR 的差值（可为负值），在合

同剩余期限内固定不变；转换时点利率水平保持不变；借贷双方可重

新约定重定价周期和重定价日，重定价周期最短为一年。同一笔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在 2020 年 3-8 月之间任意时点转换，均根据 2019

年 12 月 LPR 和原执行的利率水平确定加点数值，加点数值不受转换

时点的影响，银行和客户可合理分散办理。目前，大多数存量商业性

个人住房贷款的重定价周期为 1 年且重定价日为每年 1 月 1 日。以此

为例，若某笔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原合同期限 20年,剩余期限为 8年，

原合同约定的利率为 5 年期以上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现执行利率

为 4.9%×（1+10%）=5.39%。2019 年 12 月发布的 5 年期以上 LPR

为 4.8%。如果借贷双方确定在 2020 年 3 月 30 日转换定价基准，且

重定价周期仍为 1 年，重定价日仍为每年 1 月 1 日，那么加点幅度应

为 0.59 个百分点（5.39%-4.8%=0.59%）。2020 年 3 月 30 日至 12

月 31 日，执行的利率水平仍是 5.39%（4.8%+0.59%）。在此后的

第一个重定价日，即 2021 年 1 月 1 日，按照重新约定的重定价规则，

执行的利率将调整为 2020 年 12 月发布的 5 年期以上 LPR+0.59%，

此后每年以此类推。 

4、 除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其他存量贷款定价基准如何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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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除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其他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包括但不

限于企业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可由借贷双方按市场化原则协商确

定具体转换条款，包括参考 LPR 的期限品种、加点数值、重定价周期、

重定价日等，或转为固定利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