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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從化撤市前樓價先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穗增城從化
撤市設區，反映更快的是樓市。廣州發佈兩地撤市設區
消息的首個週末，增城、從化兩地看樓的人流已開始增
加，而部分在售樓盤已開始借政策利好輕微漲價。有知
情人士透露，增城從化或在三四月份隨穗市區限購政
策。目前，當地相關樓盤仍未接到任何要調整樓市政策
的通知，這兩個區域「限價不限購」仍然執行。
往年開春都是樓市淡季。為吸引購房者，不少樓盤甚

至給出優惠。今年，在撤市設區的背景下，增城、從化
的在售樓盤中只有少量給出開春優惠，而大部分樓盤保
持原價沒變。
記者了解發現，部分均價萬元以下的剛需樓盤，已開

始小幅漲價或準備微調，有增城盤借勢漲千元。從化一
樓盤項目代理人稱，自從「撤市設區」消息發佈以來，
從化的本地客和廣州客的活躍度明顯增加，諮詢量大約
增加了50%。下一批拿到預售證的單位，價格可能有

8%—10%的漲幅。
不過，相關人士也坦誠，目前從化還是執行限價政

策，如果政策沒有調整，漲幅還是有限。而目前，廣州
市區則實行限購政策。上周，從化、增城「撤市設
區」，兩地樓市政策有無變化，引發關注。

財訊速遞財訊速遞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胡懷邦
在最新一期《求是》上撰文稱，管控地方政府
性債務風險，可考慮由開發銀行或通過招標選
擇一家銀行，進行「統一評級、統一授信、統
借統還」，從總量、結構、操作上防止地方政
府一哄而上、盲目舉債，形成系統性風險。
胡懷邦指出，統一評級，即對各級地方政府
資信進行評級，動態調整，嚴格審查資產負債
表，設立負債「天花板」；統一授信，即在統
一評級的基礎上，對各類客戶統一授信，控制
債務融資額度，使各金融機構在授信範圍內投
資和貸款，避免投融資總量失控；統借統還，
即按項目、客戶、行業進行統一評審，完善信
用結構，控制信貸風險。
胡懷邦說，當前，地方政府債務規模較大，
城鎮化融資能力下降。推進新型城鎮化，亟須
妥善應對地方政府性債務問題，將債務風險控
制在安全範圍內。另外，他還建議，發行專項
債券，比如通過發行市政債券等方式，解決城
鎮化重大項目建設的資本金不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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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深圳國際（0152）昨
表示，公司與石家莊市正定縣政府簽訂協議，將投資
及建設深國際．石家莊綜合物流港項目，規劃總佔地
面積約27萬平方米。深圳國際主席高雷表示，公司在
過去的一年多，於瀋陽、無錫、武漢以及天津簽署了
中心城市綜合物流港項目投資協議，規劃土地面積共
約175萬平方米。

深圳國際石家莊建物流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新城發展（1030）昨
表示，本年1月實現合約銷售金額約15.06億元（人民
幣，下同），按年增長28.09%，合約銷售面積約13.52
萬平方米。合約銷售均價每平方米約11,559.19元。
遠洋地產（3377）公布，1月協議銷售額為約14.9
億元，按月跌35%，主要受推售節奏所影響；協議銷
售樓面面積為約10.7萬平方米，按月跌22%；協議銷
售均價為每平方米約1.39萬元，按月下跌18%，公司
又指，於1月下旬有一宗新購入土地交易，總地價為
39.73億元，為北京－門頭溝新城商業項目，地上建築
面積為24.3萬平方米。

新城發展1月賣樓多28%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綠地香港（0337）母公
司綠地集團發佈消息
稱，集團於北美的首個
投資項目「洛杉磯綠地
中心」日前正式開工建
設。洛杉磯綠地城項目
佔地面積 2.56 萬平方
米，規劃建築面積
15.32萬平方米，規劃
建設三棟中高端公寓、
一棟酒店及配套商業，
總投資10億美元。據
悉，綠地在美國紐約、英國倫敦及泰國等地的海外項
目年內也將相繼投入建設及銷售，以實現全年海外銷
售超過130億元人民幣的目標。

綠地北美綜合項目開工

■「洛杉磯綠地中心」效果
圖。 本報上海傳真

外資加碼 A股衝2個月高位

人民銀行公布1月社會融資規模為
2.58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創單月規模歷史新高。其中人民幣貸款
增加 1.32 萬億元，同比多增 2,469 億
元，當月新增信貸創近四年來最高水
平。

創業板創新高 飆2.83%
瑞銀分析報告指，雖然央行此前有意

收緊流動性，且市場越來越擔憂某些影
子銀行產品（如信託產品）的可持續
性，但整體信貸增長仍較快，一定程度
上可歸結為決策層仍然希望保持穩健的
投資和GDP增速，因此央行在一定程
度上放鬆了對1月份信貸的控制。人行
春節前收緊銀行間市場流動性，或許就
是為了防止銀行貸款過快增長甚至失
控，而非像市場當時所擔憂的那樣要顯
著收緊流動性。
受經濟數據的提振，昨兩市高開後，

滬指直接站上60日均線，隨後雖小幅回
落，午後兩市在高位窄幅震盪中繼續走
高。及至收市，滬指報2,135點，漲
0.92%，成交1,262億元；深成指收報
7,938點，漲60點或0.76%，成交1,841
億 ； 創 業 板 指 報 1,558 點 ， 漲 幅

2.83%。兩市共有 84 隻非 ST個股漲
停，共254隻個股漲幅超過5%。

航天軍工領漲科技股熱捧
盤面上看，除銀行、物流運輸下跌，
其餘各行業板塊上漲，通信、計算機板
塊漲超3%領漲。近期持續活躍的題材
如航空股，網絡安全、物聯網、智能汽
車、智能電網、手遊、交通工具、醫療
器械等漲幅居前。有消息指國家安全委
員會有望在兩會上正式設立，相關概念
股遭資金追捧，多股漲停。釀酒板塊表
現強勢漲超2%，個股普漲，貴州茅台
漲近5%站上150元，重奪兩市第一高價
股寶座。次新股持續火熱。
西部證券指出，隨着A股成交量能不
斷放大，場外資金持續進場的意願也開
始增強，這確實使得股指短線仍有衝高
的空間，但流動性狀態的短期轉暖並不
意味着市場的供求矛盾已經得到根本性
的解決，這使得A股中期持續向上的動
力並不充沛，全面轉強的基礎並不牢
靠。該行提到，目前排隊IPO的企業仍
有700多家，已上市的新股走勢「火
爆」，更容易引發更多企業放棄香港
IPO而轉投A股，加上新三板的擴容，

未來資金面的壓力仍不容小覷。

IPO排長龍料資金面承壓
但也有跡象表明，外資對A股頗為看

好。Wind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月15
日，滬深兩市已發佈2013年年報的41家
上市公司中，有7家受到QFII的關注，
分佈於紡織服裝、化工、通用設備、食
品製造、礦物製品業等多領域，當中去
年第四季度「殺入」公司的QFII有 3
家。分析認為，在外資紛紛撤離新興市
場之際，海外投資機構對中國股市增長
依舊充滿期待，並借助QFII加碼中國股

市，隨着2月新股發行步入真空期，資
金面有望獲得緩解，而國際機構注入外
資也將持續促進A股維持穩定走勢。
從去年數據來看，QFII全年平均回報

率呈現負值。理柏研究報告顯示，2013
年 12 月份 QFII 基金平均業績下跌
4.12% ， 全年業績平均累計下跌
4.53%。但進入新年度以來，外資「輸
血」中國股市熱情高漲。國家外匯管理
總局統計數據顯示，1月份QFII和RQ-
FII新增投資額度分別達到17.17億美元
和103億元人民幣，遠高於去年12月份
的4.5億美元和13億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裘毅 上海報道）馬年以來股市步

步高升，受央行經濟數據的提振，上證綜指昨日成功站上2,135點

的兩個月新高，漲19點或0.92%，創業板指更是飆升2.83%，再創

新高。眼下坊間對牛市充滿期待，但也有機構認為，股市全面轉強

的基礎並不牢靠。另一方面，據稱外資加碼A股的跡象明顯，多家

公司的年報中均發現了QFII身影。

福建房企40億滬上拿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馬年伊始，沉寂的上海土地市場被閩商高溢
價出手搶地後點燃。據上海規土局出讓公告
顯示，上周，青浦有兩宗經營性用地，分別
被兩家來自福建的房企以40億元（人民幣，
下同）的總成交金額拍得，溢價分別達到93%
以及59%。

泰禾15億奪純宅地 溢價93%
上海青浦地區向來被看作是上海樓市的「冷

點」，但隨着地鐵17號線開工在即，此處地塊已
被多家房企看好。此次成交的土地分別為青浦區
新城一站大型社區62A-02A純住宅地塊，及青浦
區徐涇鎮聯民路東側A-3A-1、A-3A-2 商住地
塊。總出讓面積為14.3萬平方米，起拍金額共計
24億元。
其中，福建泰禾地產以15.3億元摘得青浦新城
一站地塊，溢價率達93%，成交樓板價每平方米

12,577元。另一福建地產商正榮集團則以25.6億
元競得青浦徐涇鎮聯民路東側地塊，溢價59%，
樓面價為15,786元/平方米。

正榮25億購青浦地 溢價59%
兩家福建房企接連在滬拿地絕非偶然，有業內

人士表示，隨着三四線城市去庫存的壓力變大，
進軍一線城市便成了房企新目標。此外，隨着資
金回暖，在滬打響品牌也是主因之一。有數據統
計，泰禾已在上海拿下3宗土地。正榮在滬更是
接連搶地，僅上周一周時間內，已兩次出手，在
滬土地市場上花費31.85億元，截至目前，共囊
括上海5宗土地。
中原地產研究諮詢部總監宋會雍表示，目前看

來上述福建房企拿地還較為理性，沒出現地價逼
近房價的現象，上海土地市場在開年仍處於回調
狀態。但根據規劃，2014年上海土地供應將會加
大，因此今年供求仍會非常旺盛。

■青浦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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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工在即成
為搶手貨。
圖為青浦區
一即將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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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高開震盪攀升，午後持續走高，大盤普漲，僅銀行板塊下跌。兩市超80個
股漲停。 中新社

■穗增城
從化撤市
設區後，
樓市政策
如何走引
關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