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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竞相明确存量房贷利率调整细节

中药茶饮蹿红背后的监管考题

佳琦又翻车了。
这一次， 他对着自己口中

的“所有女生”开了一枪。
有网友在直播间吐槽花西

子越来越贵了。李佳琦回怼：不
要乱说，眉笔一直79，国货品牌
很难的，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
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 有没
有认真工作？

#李佳琦带货言论惹争议
#迅速登上热搜。 根据网友发
出的购物车截图，对比去年“双
11”和“6·18”大促，花西子在李
佳琦直播间的价格确实一直是
79元。

李佳琦口中的没有涨价或
许是事实， 国货难带也是现实，
但作为王牌带货主播，居高临下
让消费者“找找自己的原因”，质
疑其“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
工作”，实在让人气不过。

评论区沦陷在一片声讨中。
“当老板久了不知道打工人的苦
了。”“当初眉眉长，眉眉短，现
在你富贵了，嫌眉眉穷了”……

消费者有权对于商品价格
作出自我判断， 贵不贵不仅因
人而异，也会因时而不同。尊重
消费者， 是服务行业从业者最
基础的职业素养， 一个王牌主
播不可能不懂这些。

众所周知， 李佳琦和花西
子的关系密切。这些年，李佳琦
不遗余力地力挺国货有目共
睹。在激烈的美妆竞争中，助力
花西子、 完美日记等品牌成功
突围。

业内甚至有种共识， 国际
大牌性价比上升的情况下，国
货承压， 头部品牌必须参与到
李佳琦直播间的竞争中， 才能

不至于被遗忘。
但尊重消费者和国货难带，

本质上是两码事。好的国货品牌
值得大家支持，我们乐见其成长
壮大， 可支持国货不是消费绑
架，更不是被主播“PUA”，消费
者归根结底要根据自身消费水
平和实际需要买单。

对于直播间的“套路”和
“水分”， 消费者变得越来越聪
明和精打细算， 即便是面对李
佳琦，大家也要擦亮眼睛，理性
购物。

而主播是架设在商品和消
费者之间的桥梁， 有话可以好
好说，更要专业地说。关于商品
价格的上涨， 应该解释产品价
格变化前前后后， 价格有变可
能由于原材料成本增加、 市场
需求变化等因素， 并试图沟通
和理解消费者的关注。

李佳琦可以呼吁消费者力
挺国货， 大张旗鼓地站台花西
子， 但务必尊重消费者的个人
选择。

每个人都希望在直播间买
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因此在公
共场合， 主播要更加谨慎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

即便 79元的眉笔价格没
变， 每个人的经济状况和全社
会的就业环境也是在变化的。
头部主播妄加指责网友的工资
和工作态度罪加一等。

品牌永远服务于消费者，
主播也不例外。没人喜欢花钱
买气受，更别说辛苦的打工人
还要被阴阳怪气地内涵。女人
善变，“所有女孩” 选择了佳
琦，有一天累觉不爱也会离开
老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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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个时段调整

继六家国有大行“官宣”降低存量首套住
房贷款利率实施细则后，中小银行纷纷跟进。
9月10日，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梳理发现，
截至目前，包括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
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渤海银行在内的股
份制银行，江苏银行、上海银行、北京银行、湖
北银行、 重庆银行在内的地方性城商行纷纷
发布调整公告， 披露了更多存量房贷利率调
整细则。

从公告内容来看，与六家国有大行一致，
多家银行均表示， 将于2023年9月25日起，开

展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调整工作。 从公告
内容来看， 各类银行按照三个时间阶段来划
分贷款的具体调整幅度。

以上海银行为例，该行指出，2019年10月
7日（含）前发放、已按照人民银行公告〔2019〕
第30号要求转换为LPR定价的浮动利率贷
款，调整至相应期限LPR不加点。原贷款发放
时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转换后
为LPR加点的， 调整至发放时所在城市政策
下限。

北京银行要求，2019年10月8日（含）-2022
年5月14日（含）发放的，调整后的利率按全国
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即相应期限（原贷款
合同期限）LPR利率执行。若贷款所在城市首

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高于上述调整后拟
执行水平， 调整后的利率按相应贷款所在城
市政策下限执行。

兴业银行规定，对于2022年5月15日（含）
后发放的、执行LPR定价的浮动利率贷款，最
低可调整至全国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即
相应期限LPR-20BP， 原贷款发放时所在城
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限高于LPR-20BP
的， 按发放时所在城市首套房贷利率政策下
限执行。

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师李万赋表
示， 根据各地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公布的
下限来看，在某些时间段，当地银行执行的首
套房贷主流水平， 和贷款发放时当地的首套

房贷利率执行下限可能存在着差异，理论上，
借款人当时首套房贷水平高于下限的话，就
可以和承贷银行沟通下调利率。 比如深圳地
区2021年9月执行的首套房贷利率主流水平
为 5.1%（LPR+45BP）， 而 下 限 水 平 为
LPR+30BP，那么在该月贷款的借款人，存量
房贷利率有着15BP的下调空间。

部分情形需借款人主动申请

为提高效率， 多家银行原则上均采用统
一批量的方式主动调整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
率， 不过也有部分情形需要借款人按照银行
要求主动申请。

重庆银行在《关于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
款利率的公告》中指出，原贷款发放时执行二
套房贷利率标准， 当前已符合所在城市首套
房贷利率标准的存量房贷，即“二套转首套”
的存量房贷， 或逾期贷款归还积欠本息的存
量房贷，需由客户向该行主动申请利率调整，
经审核符合条件后调整贷款利率。

申请时，“二套转首套” 业务需客户提供
身份证、首套住房贷款证明等材料，逾期贷款
归还积欠本息的存量房贷无需客户提供证明
材料。

还有一种情况为， 当前执行固定利率或
基准利率定价的存量房贷， 需由客户向银行
主动申请利率调整， 先按照相关要求转换为
LPR定价的浮动利率贷款，再调整贷款利率。
固定利率贷款转换为LPR定价的浮动利率贷
款，重定价日为次年1月1日，重定价周期为12
个月。以基准利率定价的浮动利率贷款，转换

为LPR定价的浮动利率贷款， 重定价日和重
定价周期与原合同保持一致。

浦发银行也在公告中提到， 前期申请延
期还本，贷款处在“利息分摊”阶段的，需由客
户申请解除“利息分摊”，经该行审核符合条
件后按调整规则调整贷款利率。

“逾期贷款归还积欠本息的存量房贷，需
由客户向我行主动申请利率调整， 经我行审
核符合条件后按上述调整规则调整贷款利
率。”华夏银行称。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指出， 此次
改革的思路，其实就是把“LPR+高基点”调整
为“LPR+低基点”。这个低基点的LPR，是指
借款人当前的LPR。各大银行发布的规则，本
质上就是把各个高基点的购房者进行调整，
让其享受最低的基点。按照此次规则，部分年
份购房者可以享受到“LPR+0基点”，部分年
份购房者可以享受到“LPR-20基点”。

“我们现在绝大多数购房者，其房贷利率
都是按照‘LPR+基点’的方式进行的。其中
LPR部分购房者和银行无权调整。 所以可以
调整的内容就是基点。基点高，那么计算出来
的利率就高。基点低，那么计算出来的利率就
低。”严跃进如是说道。

由于存量首套住房贷款利率调整业务规
模较大，为了避免借款人上当受骗，多家银行
还同时发布提醒称， 在为客户办理存量首套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调整过程中， 不收取任何
费用。 为最大限度保障客户的财产和信息安
全， 防范不法分子以利率调整为由实施诈骗
活动， 请不要轻信银行官方渠道以外人员的
电话或短信。 北京商报记者 宋亦桐

爆火背后

最近，各地网友前往中药店“下单”酸梅汤，掀
起了一阵中药茶饮新热潮，#中医馆买酸梅汤##酸
梅汤爆火后浙江省中医院推出秋季茶饮##女生去
中医馆买酸梅汤被医师教育#等多个词条接连登
上微博热搜。在这之中，最受关注的中医馆之一，
便是浙江省中医院。9月4日，浙江省中医院微信公
众号发文称，因下单量暴增，目前酸梅汤处于断货
状态， 医院正在紧急补货中，#浙江省中医院酸梅
汤供不应求#也登上热搜。

接连的热搜为中药茶饮带来“破圈”机遇。在
河南省商业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胡钰看来， 只要是
商品能进入市场流通就可以市场化， 中药茶饮作
为一种新的“时尚消费品”便是可以市场化的。北
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产业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宋向清也向北京商报记者指出， 中药
茶饮是国内有待开发的一个市场， 非常具有可行
性， 而且市场空间巨大，“它既是茶饮市场的一个
创新产品，又是中药文化的一种延伸，是中药文化
和茶饮文化的结合，是在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支
撑下的一种有益的创新产品探索”。

与中药版酸梅汤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句广为流
传的评语：“万万没想到打败奶茶店的竟然是中医
院。”然而，中药茶饮真的能打败奶茶店吗？浙江省
中医院的数据显示， 此次抢购酸梅汤用户中以年
轻女性为主， 女性用户占比达到了82.75%； 其中
17-30岁用户占71.25%，30-40岁之间占28.52%，
40-60岁之间占5.35%，显示出购买酸梅汤的群体
与购买奶茶的群体相似，都具有年轻化特性。

中药茶饮主打的健康养生， 无疑是吸引当下
年轻消费者的主要卖点，那么，从口味上来看，中
药茶饮还能与年轻人喜爱的奶茶匹敌吗？ 有报道
显示，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在跟风

尝试后选择了“避雷”：“实在太酸了，中药味也很
浓，应该是煎锅已经被中药渗透入味了。”不过，从
品类上看，中药茶饮暂未落于下风。9月10日，浙江
省中医院发布《关于浙江省中医院乌梅汤等特色
茶饮上线时间的公告》，其中提到，除了乌梅汤外，
浙江省中医院还有一些适合不同季节的保健药
饮，包含利咽生津方、明目润眼1号方等。

医保支付争议

对于中药茶饮来说，要“破圈”还有很长一段
路要走， 其中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便是有关能否用
医保支付的争议。

事实上，关于中药茶饮能否刷医保，界限本身
是明确的。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在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中包含可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中药饮
片892种，但同时，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
行办法》规定，主要起滋补作用的药品、保健药品
等药品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

9月6日， 杭州市医疗保障管理服务中心发布
了《关于规范中药饮片使用的告知书》，其中提到，
“酸梅汤”等产品属于中药保健类饮品，根据《基
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 等相关规定，保
健药品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下一步，
我中心将对定点医疗机构结算的有关费用进行
实地核查，一经发现存在违规结算费用的情况，将
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此外，在浙江省中医院
的公众号中， 有关酸梅汤的推文里也几乎都提到
了一句话：“乌梅汤等省中相关中医药特色茶饮都
不进医保。”

但在短视频平台上，一位昵称为“蒜汉三”的
博主前往中药馆购买酸梅汤的视频获得了超过
136万的点赞，该博主在视频中询问中医馆工作人
员“这个可以用医保支付吗”之后，工作人员表示
“可以”。就此情况，北京商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

问了北京一家医保定点药店的工作人员，对于“能
否刷医保”的问题，对方同样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只是“处方内包含多种药，有一种药不能报销，其
他的都可以”。可见，中药茶饮的发展之路上，仍需
有关部门解好“保”与“不保”的监管之题。

商品还是药品

中药茶饮的市场化并不容易。“中药标准化生
产难度较大，且服用量难以统一把握，不同的消费
者需求量不同。”胡钰指出，“中药茶饮采用‘普通
商品’标准还是‘药物’标准进行市场化监管也存
在一定难度。”此外，中药饮片要“破圈”，还需照顾
到价格与安全性。

在价格方面，有报道显示，有网友遭遇了几十
甚至上百元的“酸梅汤刺客”：“去中药店忘了说直
接抓药方，中医就配了祛湿的酸梅汤和中药奶茶，
但是令我没想到的是， 它为什么这么贵！ 酸梅汤
70！奶茶65！两个一共135！一开始那边酸梅汤要
120，后来砍下来的，是我买贵了吗？”就此问题，北
京商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了同仁堂一家门店
酸梅汤的价格，工作人员表示，一副的价格为30多
元，大约能熬出“一可乐瓶”的量。同时，金象大药
房一家门店的工作人员则表示， 一副的价格为15
元，大约“能熬2升”。价格不一、“产量”不一，或是
酸梅汤等中药茶饮亟待监管的现象之一。

在安全性方面， 作为中药馆依据处方开具的
一类中药，酸梅汤或许并不完全适宜所有人饮用。
9月5日，#女生去中医馆买酸梅汤被医师教育#登
上热搜。据悉，一消费者走进中医馆想买酸梅汤，
却被医师教育称，“是药三分毒，不要随便乱喝，除
非有医生开了方子，有些药是不能吃的，就像酸梅
汤有胃酸的人就不能吃”。浙江省中医院副院长林
胜友也曾指出， 乌梅汤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如果
本身湿气重，舌苔很厚，排便不通畅，或者胃酸过
多，那么不宜频繁饮用。此外，乌梅汤还有敛肺止
咳的作用，但是如果您正在经历上呼吸道感染、在
排痰过程中，那么也不太适合饮用”。

“总之，如果中药茶饮进行市场化，作为药品，
需要符合国家相关药品监管法规和标准； 作为食
品，需要符合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法规和标准，确保
产品的卫生、质量和安全性；此外，中药茶饮的市场
宣传也需要符合相关法规和规定， 不得夸大宣传、
误导消费者。”科方得投资执行总裁张晓兵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冉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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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积欠本息等情形的存量房贷，需由

客户向银行主动申请利率调整。

继六家国有大行“官
宣”降低存量首套住房贷
款利率实施细则后，中小
银行纷纷跟进。

酱香拿铁的余温还未褪去，酸梅汤又平地惊雷般地在社交平台上“炸开”，多个

词条登上微博热搜，显示出中药茶饮的火热。实际上，除酸梅汤外，各地中医院、中药

房还推出了种类繁多的中药茶饮，例如和胃调脾茶、减体茶等。

接连的热搜为中药茶饮带来“破圈”机遇。有关分析认为，中药茶饮作为一种新的

“时尚消费品”是可以市场化的，且市场空间巨大，但同时，中药茶饮的价格、安全性，以

及按照“药品”还是“商品”来监管等问题，都是中药茶饮“破圈”绕不过的监管关。

地方性城商行

江苏银行 上海银行

北京银行

湖北银行

重庆银行股份制银行

民生银行

光大银行 平安银行

华夏银行

广发银行 渤海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