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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体育、康养等产业被称
为“幸福产业”，关系百姓福祉。国家统
计局近日公布的报告显示，这十年，
中国幸福产业加速发展，相关产业服
务消费正不断提质扩容。根据联合国
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已从
2012年的0.699跃升到2020年的0.761，
从“中等人类发展指数国家”发展至

“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
“数字+文化”协同发展引领下，

文化领域催生出大量新兴业态，博物
馆文创产品受到热捧，新文创成为消
费新亮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报告，
2020 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为 44945 亿元，占 GDP 比重为 4.4%，
比2014年提高0.6个百分点；其中，文
化服务业增加值为28874亿元，占文化
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64.2%，比
2014 年 提 高 15.6 个 百 分 点 。“ 云 看
展”、线上演播、网络直播、沉浸式体
验等新业态加速崛起；自驾游、露营
旅游、冰雪旅游、康养旅游、海洋旅
游等引领休闲度假新潮流，文化创
意、非遗工坊持续赋能乡村振兴，文旅
融合深度推进。

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人们在运
动中感受到快乐。打球、登山、露营……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不少人选

择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2020年，全
国体育产业总产出 27372 亿元，增加值
10735 亿元；其中，体育服务业总产出
14136 亿元，增加值 7374 亿元，占体育
产业增加值比重达 68.7%；2013—2021

年，规模以上体育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
长8.4%；2021年末，全国体育场地达到
397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4平
方米。

十年来，中国大力推进教育文化、医

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建设，增加百姓的幸福感——

教育文化事业更繁荣。2021年，九
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和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分别为 95.4%和 91.4%，比 2012 年提高
3.6和6.4个百分点；2021年末，中国公共
图书馆、博物馆分别达到 3215 个、5772
个，比2012年末增加139个、2703个。

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2021 年
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卫生技术人员分别为103万个、945
万张、1124 万人，分别比 2012 年末增加 8
万个、372 万张、457 万人，全国基本医疗
保险覆盖超13亿人。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福建支持
开设长者食堂，加大公共设施适老化改
造力度等，为老年人破解“用餐难”

“出行难”等养老痛点难点；山西针对
高龄、失能、独居、空巢老年人医疗和
护理问题，补齐养老服务设施短缺等短
板……十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近
300 亿元，加速建设覆盖城乡的养老服
务体系。截至2021年底，各类养老机构
和设施总数达34万个，床位总数比2012
年增长一倍，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基本实
现全覆盖；农村养老服务滞后的短板问
题正在有效解决，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
务机构全覆盖，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从
无到有、达13万多个，为农村老人提供
娱乐、餐饮、慢病管理等服务；2021年
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10亿人。

幸福产业加速发展，老有所养、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持续巩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公共服务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不断提高，绘就了人民美好生
活“新画卷”。

本报北京电 （记者李晓晴） 记者
从农业农村部获悉：2021 年，全国秸
秆利用量 6.47 亿吨，综合利用率达
88.1%，较 2018 年增长了 3.4 个百分
点。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
原料化利用率分别为 60%、18%、8.5%、
0.7%和 0.9%，“农用为主、五化并举”
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2016 年，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启
动实施了秸秆综合利用项目。6 年来，
共计投入中央财政资金140.5亿元，基
本实现了秸秆产生大县支持全覆盖，
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和能力稳步提升。
玉米、水稻和小麦三大粮食作物的秸
秆综合利用率分别为 87%、89.6%和
92.1%，均处于较高利用水平。

秸秆还田生态效益逐步显现。近
年来，各地因地制宜推行秸秆翻埋还
田、碎混还田、覆盖还田等科学还田
措施，有效提升了还田效果。台账显
示，2021 年，秸秆还田量达 4 亿吨，
根据农业农村部在全国主要农区 32 个
点位的监测结果，秸秆还田后土壤有
机质平均增幅在5%—7%之间，作物增
产幅度在2%—4.5%之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生态
环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其中，化肥
农药持续减量增效，三大粮食作物化
肥农药使用量连续 5年保持下降趋势；
农业废弃物利用水平稳步提升，畜禽
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6%，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率超过 88%，农膜回收率
稳定在 80%以上；耕地资源保护利用
水平不断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9亿亩，黑土地保护
工程深入实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稳定在 90%以
上；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种质资源保护深入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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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幸福产业加速发展
本报记者 汪文正

LPR下调带动房贷利率下行

凑足首付、贷款买房，是不少购房者关
心的话题。

30岁的小罗前两年在深圳购入了一套期
房，房子还没交付，她已经还了两年房贷。

“我办理贷款时房贷利率为 4.95%，最近收到
银行发来的短信，提醒住房贷款年利率下调
到 了 4.6% ， 这 意 味 着 月 供 压 力 稍 微 小 了
点。”小罗说。

今年以来，不少城市的房贷利率有所下
调。贝壳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9 月，
其监测的 103 个重点城市主流首套房贷利率
为 4.15%，二套房贷利率为 4.91%，较上月分
别回落 17BP（基点）、15BP，较去年最高点分
别回落159BP、108BP。

“房贷利率的变动与宏观经济走向有
关。”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
院长赵锡军告诉本报记者，立足于稳增长，
今年以来国家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方面
出台多项举措。在房地产领域，LPR下调成
为稳楼市的重要方面，近来多个城市房贷利
率有所下降，与LPR的变动有直接关联。

据了解，所谓“LPR”即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由包括大中小银行在内的18家银行根据
其对最优客户的贷款利率，按公开市场操作
利率加点形成报价，再由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经过计算得出。LPR包括1年期和5年
期以上两个品种，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每月公布最新数据。与较为固定的贷款基准
利率相比，LPR往往会随市场浮动，而其上
浮或下调通常会对房贷利率造成一定影响。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LPR共经历了
3次下调。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1年期LPR为3.7%，
5年期以上 LPR为 4.6%，分别下调 10个基点、
5 个基点；5 月 20 日，1 年期 LPR 与此前报价
持平，为3.7%，5年期以上LPR为4.45%，下调
15个基点；8月22日，1年期LPR为3.65%，5年
期以上LPR为4.3%，分别较上一期下调5个基
点、15 个基点。目前最新 LPR 报价于 9 月 20

日公布，与8月22日持平。
“受8月份5年期以上LPR下调的影响，9

月住房信贷环境进一步宽松，整体房贷利率再
降。”贝壳研究院市场分析师刘丽杰介绍。据
贝壳研究院统计，截至9月19日，已有86个
城市房贷主流利率低至首套4.1%、二套4.9%
的水平。分城市线看，一线城市房贷利率较
高，首套平均为 4.6%，二套平均为 5.13%；
二三线城市平均利率水平相对较低。

部分购房者考虑提前还贷

房贷利率下调，意味着购房者月供金额
将有所减少。据测算，9 月份部分城市首套

房贷利率同比降幅达166BP，以首套房100万
元商业贷款本金、30 年期等额本息还款计
算，平均每月可减少月供约1013元，需偿还
的利息总额减少约36万元。

利率降低、月供减少，部分已购房者开
始考虑提前还贷。北京白领李琪于2020年底
在朝阳区购入了一套两居室，他告诉记者：

“我的房贷是去年 1 月批下来的，按照当时
4.65%的 LPR 报价加上北京地区 55BP 的加点
幅度，我目前的房贷利率为 5.2%。现在五年
期以上LPR下调为4.3%，再加55BP，也就是
北京新发放的首套房商贷利率为 4.85%。我
身边一些符合条件的朋友已经在咨询提前还
贷了，但我的房贷利率要到明年 1 月才能调
整，如果届时房贷利率计算下来低于 5.2%，

我也会申请提前还贷。”
上海市一家国有大行的个贷经理也向记

者证实，受LPR下调影响，房贷利率有所下
行，确实有不少购房者想提前还贷，“申请提
前还贷的大多是刚购房没几年的年轻人，他
们多数办理的是商贷或者混合贷，还款压力
比较大。”

从贷款模式看，购房者在申请住房贷款
时可以选择固定利率或浮动利率。但不论以
何种方式计算，房贷利率下调均存在刺激购
房者提前还贷的可能。赵锡军分析，对于存
量房贷部分，如果购房者选择以固定利率贷
款，那么在市场利率下行的情况下，借款人
的还款成本相对较高，可能会存在提前还贷
的压力。而对于选择以浮动利率贷款的购房

者来说，房贷利率下降减轻了当前的月供压
力，因此这些购房者也可能会考虑提前还
贷，降低总体购房成本。“当购房者选择提前
还贷，他们省下的这部分资金可用于其他消
费，对经济发展也能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赵
锡军说。

房贷利率下调对于刚需购房群体也是一
大利好。业内人士分析，对于有购房意愿的
消费者而言，房贷利率处于低位是其购房的
好时机，也能对楼市回暖起到积极作用。“利
率低、放款快有助于降低购房成本、加快购
房流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前期市场的阶
段性修复。”刘丽杰认为，当前部分一二线重
点城市房贷利率水平仍处在较高水平，未来
仍有下调空间。

一揽子政策满足住房刚需

将时间轴拉长来看，今年以来，国内不
仅屡次下调LPR释放政策红利，还打出一系
列利好楼市“组合拳”，出台了降低购房首付
比例、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上限和提高公积
金提取额度等政策。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再
发通知，决定阶段性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
策，提出对于 2022年 6-8月份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环比、同比均连续下降的城市，在
2022年底前阶段性放宽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下限。

“这一政策措施的出台，有利于支持城市
政府‘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当地政策范
围内，银行和客户可协商确定具体的新发放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水平，有利于减少居民利
息支出，更好地支持刚性住房需求。”中国人
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说。

根据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提供的数据，
在国家统计局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中，至
少有 23 个城市符合央行发布的上述新政要
求，包括哈尔滨、兰州、武汉、大连、泉州
等地。“此次新政出台体现了国家用好房贷政
策工具、引导楼市健康发展的导向。”易居研
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说。

伴随各类利好举措落地，楼市也呈现出
一定回暖趋势。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1-8
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23%，
降幅比前7月收窄0.1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
额下降 27.9%，降幅收窄 0.9个百分点。值得
注意的是，其中中小户型住宅销售降幅收窄
幅度较大。

“对于多数住户而言，大量刚需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主要集中在中小户型。”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研究院研究员赵秀
池告诉记者，伴随房贷利率下行和系列宽松
的房地产金融政策出台，有效需求得以释
放，体现在中小户型住房需求有所回升，“当
前我国城镇化进程仍在加快，每年有超千万
人口进城，衍生出大量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因此，仍有必要通过调节房贷利率和首
付款比例等举措稳楼市，这一过程中要注重
分类施策、因城施策，加大对中小户型的支持
力度。此外，在老龄化背景下，部分三四线城
市还要考虑大城市溢出的养老住房需求。”

9 月 30 日，为支持居民改善住房条件，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2023 年
底前，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 1 年
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
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

在赵锡军看来，实施换购住房个税退税
优惠、下调房贷利率等措施体现了中国坚持

“房住不炒”的总体定位。“从长远角度看，
还是要坚持从满足住房刚需出发，继续推进
降低住房交易成本，更好、更大范围地满足
人们的居住需求。”他说。

今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下调房贷利率——

房贷利率降了，对购房者有啥影响
本报记者 廖睿灵

对于贷款买房的购房者，
房贷利率是其购房决策中的重
要考量因素。还贷年限多长、
房贷利率多高，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购房者的购买意愿。

今年以来，不少购房者发现
自己所在城市的房贷利率有所
下调，北京等城市首套房贷利率
重回“4时代”，山东济宁、广东
清远等地房贷利率甚至重回“3
时代”，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房贷利率降了，对购房者有
啥影响？伴随房贷利率变动，
楼市又呈现出哪些新走向？本
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加快推进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养老服务设施
与功能。图为近日，在肥西县上派镇“爱和家”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为老
人介绍智能机器人的使用方法。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江西省赣州市
着力改善居民居住条
件，完善学校、农贸
市场等住宅周边配套
设施，让居民住上

“安心房”。图为赣州
市蓉江新区的一处住
宅小区。

胡江涛摄
（人民视觉）

◀今年，江苏省淮安市通过组织房展会、推出特价房销售、开展团购
活动等，支持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图为淮安市民在房展会上
挑选商品房。 赵启瑞摄 （人民视觉）

▲今年以来，全国多座城市调整楼市调控政策，通过降首付、
降税费、调整限购范围、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等，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