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路客运全面推广使用电

子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铁集团发

布公告，自 11 月 1 日起，铁路客运领域

推广使用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旅

客不再需要打印铁路车票 （纸质报销凭

证）。

旅客在行程结束或支付退票、 改签

费用后，可通过铁路 12306 网站和移动客

户端如实取得电子发票 （铁路电子客

票）并进行查询、下载和打印。 单位可基

于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开展无纸

化报销、入账、归档、存储等业务。

为方便旅客和单位， 铁路客运设置

了“纸电并行” 过渡期，过渡期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

加强电动自行车产品准入

和行业规范管理

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公安部和国

家消防救援局发布公告，11 月 1 日起，对

新提出认证委托的电动自行车， 应符合

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及修改单要求，经

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后，方可出厂、销

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将督促电动自行

车生产销售单位全面落实质量安全主体

责任，在生产、流通环节加强电动自行车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各地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将强化电动自

行车登记上牌管理，严格核验销售发票、产

品合格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等。

强化化妆品质量监督管理

国家药监局发布的 《化妆品检查管理

办法》自 11月 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检查机构应当建立并执行检

查工作管理制度和标准程序，持续改进化妆

品检查工作，保证检查质量。

检查发现化妆品造成人体伤害或者有

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检查人员应

当立即报告派出检查单位，并报告被检查对

象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被检查对象所

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涉及的

产品采取责令暂停生产、经营的紧急控制措

施。

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

构应完善保密制度

国家密码管理局发布的《电子政务电子

认证服务管理办法》自 11月 1日起施行。

办法明确，从事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

的机构，应当经国家密码管理局认定，依法

取得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资质。

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应当建立

完善的保密制度，对其在工作中知悉的国家

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承担保密义务，

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护

有关信息和数据安全。

依法加强突发事件应对管理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

过新修订的突发事件应对法， 自 11 月 1 日

起施行。

修订后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完善突发事件

应对管理与指挥体制，明确各方责任。在完善

应急保障制度方面， 明确建立健全应急物资

储备保障制度，建立健全应急运输保障、能源

应急保障等体系；要求进入预警期后，对重要

商品和服务市场情况加强监测， 并与价格法

等有关法律作了衔接规定。支持、引导红十字

会、慈善组织以及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等社

会力量参与应对突发事件。

完善备案审查工作制度体系

国务院公布的 《法规规章备案审查条

例》自 11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扩大备案范围， 将浦东新区法规、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法律规定的机构制定

的规章纳入备案范围，明确其报备主体。 将

是否符合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和

国家重大改革方向，规章规定的措施是否符

合立法目的和实际情况，增加为审查事项。

新华社

想解决新老房贷利差拉大问

题，首先要弄清楚导致利差拉大

的关键点在哪里？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房贷利率以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定价基准加点形

成。 也就是说，房贷利率定价取决于两方

面： 一个是每月对外公布一次的 LPR，另

一个是借款人和银行签订合同时约定的

加点幅度。

从 LPR 方面来看， 尽管新老房贷的

利率都会根据 LPR 调整而变化， 但调整

的时间不一样。

新发放房贷往往以当时已公布的最

新一期 LPR 作为参考定价， 而存量房贷

则受制于合同约定的重定价日，只有到了

重定价日才能调整。 在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定价机制完善之前，借款人的重定价日一

年只有一次。

2024 年 10 月 21 日，5 年期以上 LPR

下降 25 个基点至 3.6%。 如果借款人的重

定价日是 10 月 20 日，那他的存量房贷利

率要等到 2025 年 10 月 20 日才能根据当

时 LPR 调整情况重新确定。 而新发放的

房贷利率， 可能很快就享受到这 25 个基

点降幅带来的利好。

再从加点幅度来看，不论是新发放房

贷还是存量房贷，加点幅度在合同期限内

往往固定不变。

北京是目前仍有房贷利率下限的城

市之一。 去年 12 月，北京城六区首套房贷

利率的最低加点是 10 个基点， 今年 6 月

则调整为减 45 个基点。 这意味着，6 月新

发放的房贷利率，仅加点幅度就较半年前

下降了 55 个基点。

房贷合同期限普遍较长，大都是二三

十年。 固定的加点幅度无法反映借款人信

用、市场供需等因素变化，一旦市场形势

发生转变，容易造成新老房贷利差扩大。

据此， 中国人民银行 9 月 29 日发布

公告，明确完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定价机制有关事宜。 10 月 31 日，多家银行

发布公告，进一步细化安排，主要从加点

幅度调整和重定价周期调整两个方面，对

浮动利率定价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

行优化完善。

此次调整后， 重定价周期

将如何改变？

根据近日多家银行发布的公告，自 11

月 1 日起， 存量房贷借款人可与银行协

商，重新约定重定价周期。 新发放房贷借

款人也可以自主选择重定价周期。 调整后

的重定价周期可选择 3 个月、6 个月或 12

个月。 而此前规定，个人住房贷款利率重

定价周期最短为 1 年。

山东济南市民焦先生在 2020 年 11

月贷款购买了一套住房，合同约定的重定

价日是 1 月 1 日。 今年以来，5 年期以上

LPR 已累计下行 60 个基点。 按照之前规

定，焦先生只能等到明年的 1 月 1 日才能

享受到 LPR 下行带来的利好。

但如果他将重定价周期调整为 3 个

月，则调整后的重定价日为 1 月 1 日、4 月

1 日、7 月 1 日、10 月 1 日， 不用再苦等 1

年。1 年可以调整 4 次，焦先生可以更早享

受到每次“降息” 带来的红利。

要注意的是，在 LPR 下行周期内，重

定价周期越短，借款人可越快享受到利率

下行带来的利好；但在 LPR 上行周期内，

借款人也将更早承受加息负担。

多家银行表示， 同一笔贷款存续期

内，客户仅可申请调整 1 次。 因此，借款人

要综合考虑自身情况审慎决策，用好这一

次选择权利。

11 月 1 日动态调整机制落

地后，加点幅度又将如何变化？

对于加点幅度调整， 借款人并不陌

生， 很多人已在 10 月底享受了银行批量

调降利好。 根据安排，绝大部分存量房贷

利率调降至不低于 LPR 减 30 个基点，此

次调整的就是加点幅度。

银行主动批量调降存量房贷利率固

然省事，但非长久之计，需要进一步深化

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出更加灵活的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当

新老房贷利率偏离到一定幅度时，借款人

可与银行自主协商，变更加点幅度。

此次多家银行明确，一旦新老房贷利

率的加点幅度偏离高于 30 个基点， 借款

人就可以申请调整。

这成为触发调整的“门槛” ，也是此

次机制落地的关键之一。

要知道，如果偏离幅度过大，借款人

心理有落差，可能增加提前还贷。 如果偏

离幅度过小， 可能造成频繁重置合同，给

银行业务办理带来更大压力。

不过，这个偏离幅度不能简单理解为

新老房贷利率之间的差距，而是要看借款

人房贷利率的加点幅度，与全国新发放房

贷利率平均加点幅度之间的差距。

如果借款人对房贷利率加点幅度并

不清楚，可以通过手机银行 App 或贷款经

办行查询。

至于全国新发放房贷平均利率所对

应的加点幅度， 银行也给出了计算方式，

涉及央行公布的上季度全国新发放房贷

平均利率， 以及当季 5 年期以上 LPR 的

均值。

例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最新公

布的数据，三季度全国新发放个人房贷加

权平均利率为 3.33%， 而当季 5 年期以上

LPR 均值为 3.85%， 对应的加点幅度为

3.33%减去 3.85%，即减 52 个基点。

如果在此基础上偏离 30 个基点以

上， 即房贷利率的加点幅度高于减 22 个

基点时，借款人可与银行协商，申请将加

点幅度调降至减 22 个基点。

一旦达到调整 “门槛” ，借

款人该如何申请调整？

多家银行表示，从 11 月 1 日后，符合

条件的借款人需要主动向银行提出申请，

银行审批通过后才能进行调整。 借款人可

通过手机银行、贷款经办行等提出调整申

请。

工行明确表示，将不晚于 11 月 15 日

开始受理重定价周期调整申请，客户可通

过手机银行 “贷款 - 房贷重定价周期调

整” 栏目申请调整重定价周期。 审核通过

后，新的重定价周期即日生效。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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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老房贷利差不断拉大，成为借款人关注的热点问题。 自 11月 1日起，存量房贷利率迎来动态调整机制，正是为了从制度

层面推动解决这一问题。 该机制主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完善存量房贷利率定价？ 又将对借款人带来哪些影响？

存量房贷利率的动态调整机制来了

你的房贷将有何变化？

11月，这些新规惠及社会生活

11月， 一批新规开始施行，惠

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铁路客运全

面推广电子发票，差旅报销更加便

利； 电动自行车加强准入认证，交

通参与者更有安全保障；依法加强

突发事件应对管理，预防和减少突

发事件发生……一起来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