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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多地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
批量下调存量贷款利率批量下调存量贷款利率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记

者 吴雨） 近日全国多地密集调

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下调贷款

利率、提升贷款额度、放宽提取条

件等。2025 年 1 月 1 日起，存量个

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已批量下

调，无需贷款人申请操作。

此次存量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利率调降是此前政策的落地。

2024年5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关于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利率的通知》，宣布下调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

根据规定，此前已发放的存量个人

住房公积金贷款，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利率。

利率调降后，购房者每月能少

还多少钱？

根据通知，自2024年5月18日

起，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首

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

调整为2.35%和2.85%，5年以下（含

5 年）和 5 年以上第二套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不低

于2.775%和3.325%。

据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测算，以贷款金额100万元、30年等

额本息还款的首套房为例，借款人

可每月少还134.59元。

2024年以来，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多次下降，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利率也相应下行，部分城市

甚至一度出现“2 字头”房贷利率。

这导致新发放的个人住房商业贷

款和公积金贷款的利差明显缩小。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温彬表示，为避免市场无序竞争，

各地监管部门一方面维持商业贷

款和公积金贷款之间的合理利差，

另一方面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推

出新政策加大对购房者的支持力

度。

在北京，公积金贷款借款人年

龄上限从最高不得超过65周岁调

整为不得超过68周岁；在福建，厦

门将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

付款比例下调至20%，龙岩提取住

房公积金取消省内户籍地和工作

地限制；在江苏，公积金贷款办理

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限，实现高效

办理……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

长严跃进表示，随着个人住房公积

金使用的灵活性和普惠性不断提

升，购房者需求将得到进一步满

足，有助于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

进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和稳定。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

者 吴雨 任军） 中国人民银

行1月4日对外公布了2025年的

重点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介绍，

2025 年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高水平对

外开放，着力扩大内需、稳定预期、

激发活力，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1 月 3 日至 4 日召开的 2025

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从多

个方面提出了 2025 年的重点工

作。在市场普遍关注的货币政策

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表示，实

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

稳定增长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

境。“择机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

充裕、金融总量稳定增长”“坚决

防范汇率超调风险”……此次会

议作出一系列部署。

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2025 年金融“五篇大文章”将

持续发力。中国人民银行表示，

完善金融“五篇大文章”顶层制度

安排，统一统计制度，强化考核评

价。同时，优化工具体系，加强与

财政政策协同配合，进一步加大

对科技创新、促进消费的金融支

持力度。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支

持企业通过债券、股权等市场融

资，提升金融服务质效。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将充分发挥中央银行宏观

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底线。会议提出，2025 年，中国

人民银行将支持中小银行风险处置，继续

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

险化解工作，完善和加强房地产金融宏观

审慎管理，用好用足支持资本市场的两项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维护资本市场稳定

运行。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增强债券

市场功能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有序扩

大金融业高水平开放，守住开放条件下的

金融安全底线。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

际化，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国际货币功能。

扎实做好货币发行、数字人民币研发、反

洗钱国际评估等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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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徐

鹏航） 根据国家医保局此前发

布的通知，自2025年1月1日起，

配备“双通道”药品的定点零售药

店均需通过电子处方中心流转

“双通道”药品处方，不再接受纸

质处方。

根据通知，各地要依托全国

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抓紧部署

应用医保电子处方中心功能，连

通医保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

构、定点零售药店，确保电子处

方顺畅流转。特殊情况需要延长

纸质处方使用时间的，由统筹地

区报省级医保部门同意，并向国

家医保局备案，延长时间不超过

3个月。

近日，已有多地医保部门发

布相关通知。如河北省邯郸市

医保局印发通知明确，自2025年

1 月 1 日起，该市定点医疗机构

处方外配服务全部使用医保电

子处方，不再使用手写纸质处方，

支持将电子处方打印成纸质处

方，方便老年人等有需求的参保

人持打印的电子处方前往定点药

店购药。

一些地方的医保局对于特殊

情况也进行了明确。如江西省吉

安市医保局明确，获取电子处方

后，不便到市区购药的参保人应

与所选择的“双通道”药店联系好

结算及配送药品等事宜，在结算

完毕后，“双通道”药店送药给参

保人时，参保人需持本人身份证

和所购药品拍照并签字收货等。

1月1日起“双通道”定点零售药店购药需电子处方
新 华 社 北 京 电 （记

者 姜琳） 在北京、上海等

7省市的美团、饿了么、闪送、

货拉拉等 7 家平台企业试点

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

伤害保障，两年多来取得阶

段性成效，试点群体总体应

保尽保。截至 2024 年 11 月

末，参保人数达1022.64万人。

上扬的数据背后，是我国

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截至

2024年11月末，全国基本养老

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

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2.46

亿人、3.04亿人；全国社保卡持

卡人数13.88亿人，人口覆盖

率达98.5%，其中10.56亿人领

用了电子社保卡。

2024 年，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上调，惠及 1.4 亿人；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提高幅度为近年

来最大，中央财政共下拨提

标补助资金187亿元。

新型工伤保险参保已超1000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