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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月房價同比
上漲的城市個數與上月持平，但同

比漲幅有所回落。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
級統計師劉建偉介紹，初步測算，1月
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價格同比平均漲幅分別比去年12月回落
0.7和0.4個百分點。分城市看，北京、
上海、廣州、深圳四個一線城市的同比
漲幅，分別比去年12月回落1.8、1、1.5
和2.1個百分點；天津等31個二線城市
同比平均漲幅比去年12月回落0.2個百

分點。

房價環比漲幅穩中有降
從環比看，1月有62個城市的新建商

品住宅價格上漲，6個城市的價格環比
下降，2個城市持平。環比上漲城市數
比2013年12月減少3個。
劉建偉稱，1月房價環比上漲的城市

個數減少，漲幅穩中有降，究其原因，
一是在前期部分城市加大房地產市場調
控力度、努力增加保障性住房供應等一

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市場環境和預期
相對穩定，房價延續了漲勢趨緩的態
勢；二是受信貸條件收緊、庫存壓力減
小等因素影響，成交量回落，一些城市
房價漲幅進一步收窄。
內地房價漲勢放緩，房地產市場可能
蘊藏的風險亦引人關注。

叫停融資或顯風向逆轉
日前興業銀行叫停相關地產融資，被
業內普遍視為銀行業對地產貸款態度逆

轉的風向標。興業銀行內部下發通知，
暫停開發貸、經營性物業抵押貸款及地
產夾層融資與地產供應鏈融資等。
事實上，監管層近期已多次提示地產

風險。在春節前召開的2014年銀行業監
管工作會議上，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
提出「嚴控房地產貸款風險」。他指
出，截至2013年9月末，20家主要銀行
機構房地產及以房地產為抵押的貸款已
達20.9萬億元，佔比達38%，房地產市
場變化將對這部分資產質量產生衝擊。

內地房價漲幅內地房價漲幅 一年半首放緩一年半首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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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
統計局24日發布《201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統計公報》，首次公布包含城鄉的全國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數據顯示，2013年中
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311元，比上年增長

10.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這一
增速略高於當年7.7%的GDP增長率。

收入數據首次「城鄉合一」
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主任王萍萍介紹

稱，受城鄉二元結構和工作模式的影響，2013
年以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統計是城鄉分別進
行的。「城鎮居民收入數據來源於城鎮住戶調
查，農村居民收入數據來源於農村住戶調查；
對城鎮居民按可支配收入統計，對農村居民則
按純收入統計。」
王萍萍表示，缺乏全體居民收入數據，則很

難準確把握居民收入分配全貌。為改變這一狀
況，國家統計局2012年對城鄉住戶調查實施
了一體化改革，統一了城鄉居民收入指標名
稱、分類和統計標準。
國家統計局公告還稱，去年全年農村居民人

均純收入8,896元，比上年增長12.4%，扣除
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3%；農村居民人均純
收入中位數為7,907元，增長12.7%。去年城
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比上年增長
9.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7.0%；城鎮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24,200元，增長
10.1%。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通社報
道，在內地部分省市農村，一些新
社區建成已久，但到了晚上卻黑燈
瞎火，宛如「鬼樓」。在缺乏產業
支撐的情況下，盲目開建新型農村
社區，導致農民上了樓卻留不下
來，或者乾脆拒絕上樓，城鎮化面
臨「空心化」危機。
《經濟參考報》在河南省新鄉市

紅旗區調查時發現，該區的關堤鄉
油坊堤村共有2,800多人，2009年動
工興建名為和旺社區的新村，至今
已完工多時。但偌大的新社區連個
院門都沒有，10多棟 5層高的樓
房，多數都空無一人。樓房之間的
空地上，有的種蔬菜，有的是荒
草和建築垃圾，甚至還能看到尚未
收穫的莊稼。
在江西黎川縣熊村鎮，當地政府

正試圖通過「鎮村聯動」模式，打
造全市小城鎮建設示範點。在此背

景下，一些農民從山裡遷到鎮政府
所在地，住上了整齊劃一的兩層樓
房。但46歲的村民萬增雲卻說，因
為沒別的掙錢門路，集中居住後很
多村民繼續外出務工，看起來很新
的村子依然是空心的。「更要命的
是，新村距離山上的耕地更遠了，
對於留守的老人和婦女來說，種地
更不方便了。」

解決問題勿只貼標籤
三農學者李昌平認為，要避免

「農民上樓」發生跑偏，需要對一些
似是而非的觀點進行再思考。從已經
實行撤村併點的地方來看，很多都提
出「就地城鎮化」的概念。但城鎮化
的核心是人，沒有生產方式的轉變，
而一廂情願地推動生活方式的改變，
很容易導致農民「被上樓」，埋下諸
多隱患，因此要全面理解城鎮化，避
免簡單的貼標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報道）去年廣州全市賣
地收入達838億元（人民幣，下同），賣地收入佔穗財
政總收入的近三分之一。不過，廣州市市長陳建華日前
則稱，今年還要加大土地供應，而「加大供地力度，主
要用於還債」。根據合富輝煌的初步統計，2014年廣州
計劃供地超15.35平方公里，其中商住用地計劃供應5.26

平方公里，比去年上升了17%。
據今年穗相關部門財政報告，廣州去年土地出讓收入

達到838億元。其中，穗市本級收入449.8億元，在去年
全年財政總收入中佔了近三分之一。廣州市財政局相關
負責人介紹，廣州土地收入比重較大，主要跟中央和廣
東省的財政體系有關。2012年廣州地區稅收收入4,300
億元，但留在穗市本級不到三分之一，所以顯得土地收
入佔比大。

今年將加大供地力度
目前廣州市基本建設任務很重，對土地收入依賴較大，讓
人擔心廣州持續增大土地供應，會否增加對土地財政的依
賴。對此疑問，廣州市市長陳建華則認為，廣州去年賣地收
入佔財政總收入不到三分之一，今年將加大供地力度，一般
來說會加大財政對土地的依賴。但主要是用於還債，一部分
是用於交通等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 近日有關內地樓市收緊
調控、樓市面臨轉勢的消息甚囂塵上。
據中國之聲《央廣新聞》報道，目前南
京首套房優惠利率已經難覓蹤跡，還有
銀行上浮利率達30%，也有銀行已經不
接房貸申請。房貸的收緊則直接影響了
樓市，近日部分一線城市的一手樓盤紛
紛開始減價求售。新華社昨日指出，樓
市崩盤的擔憂並不多餘。
新華社昨日刊發題為《樓市真的會
「崩盤」嗎？》的文章稱，用「崩盤前
夕」來形容目前的內地樓市的確有些言過
其實。不過，對於「崩盤」的擔憂，在目
前看也並不多餘。在經過10年高速發展與
膨脹之後，內地房地產行業已經積累了相
當程度的泡沫。現在確實已經走到了一個
急需變革與調整的十字路口。
文章指出，一面是中小城市房價回

落，銷售乏力的現實；一面是一線城市
熱度不減，需求空前的現狀……關於內
地樓市崩盤與否的種種證據與反證，展
示給人們的其實是內地房地產市場強烈
分化的現實。
文章強調，大量資金仍在持續地向地
產行業集中，開發企業被2013年優異的
銷售業績點燃的開發熱情，高額的地方
政府債務負擔使得「賣地」顯得更加重
要，而對於普通人，購房似乎仍是投資
的最好渠道……現在，這一系列看上去
「利好」房地產行業的因素，在未來的
某一天卻極有可能成為房地產崩盤的
「製造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蔡競文) 興業銀行證實暫緩停部
分房地產新增授信業務、以及停辦房地產夾層融資業
務。該行昨日發出公告表示，為進一步優化授信投向，
調整資產結構，以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該行於春節後
要求各分支機構做好存量資產梳理及相關市場調研，並
將在此基礎上於3月底前出台新的房地產授信業務管理
政策，在此之前，暫緩辦理部分房地產新增授信業務，
停辦房地產夾層融資業務。
所謂房地產夾層融資，指銀行向開發商發放貸款後，

銀行的下屬企業購買開發商的部分股份，日後再賣回給
企業。行內指，這種做法讓這筆融資看上去更像是股權
投資，而非貸款。
中金公司分析師黃潔認為，興業銀行的舉措主要是因為

風險偏好下降，而非監管導向。未來不排除興業銀行收緊
對地方政府相關融資。興業銀行一直是房地產和地方政府
相關融資最為激進的銀行之一。中金公司的數據顯示，截
至去年6月底，興業銀行表內外房地產和地方政府相關融
資佔其總資產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

穗去年賣地收入超800億

興業銀行暫停部分房產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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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區如「鬼樓」 城鎮化臨「空心化」統計統計局局：：去年人均收入去年人均收入1831118311元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中原地產市場總監張大偉認為，房地產業
持續一年多的暴漲後，市場勢必要理性回
歸。因此，市場將在資金流動性偏緊的背
景下，量價增速回落，房地產逐漸回歸到
市場與保障的雙軌制、調控政策將以房產
稅等市場調節手段代替行政干預手段。全
國整體上房價仍呈現穩中上漲的態勢，漲
幅趨緩。業內人士預期，如果房地產市場
政策不發生重大改變，由於供需關係存在
差異，今年一線城市房價仍會有5%-10%
的漲幅，二線城市3%漲幅，三線城市不
會漲。
中金公司分析師黃潔指出，2014年房地

產業的主題詞是降速。上半年市場基本供
需平衡，下半年供應增大則推動房價向下
調整，土地市場也將隨銷售放緩而在上
半年開始降溫，但投資、新開工將滯後於
銷售趨勢變化，預計將持續慣性增長態
勢。同時她也預測，今年到3季度，樓市
供應大量增加，可能出現短暫降價。

保持政策連續穩定性
黃潔認為，2005年、2008年、2011年

內地三次大降價時點都是通脹上行、流動
性收緊的末期，開發商面臨資金流壓力而
進行的價格調整。但現在開發商手中尚有
餘錢，去年到位的8萬億多資金只用完6
萬億多。
對於調控政策，專家認為，新一屆政府
一年來有關房地產調控的表態，始終不提
控制房價，也基本不談行政調控，總體思
路已由盯住短期房價調控目標逐漸轉向調
節供需關係和建立長效機制。隨樓市持
續分化，調控將更強調針對性和分類指
導。目前雖然處於調控「真空期」，但從
各方表態可以看出，樓市調控將保持連續
性和穩定性，在執行好既有調控政策的同
時，進一步加強市場監管也勢在必行。綜
合來看，促使房價調整的因素正在增多並
且動能也在增強，樓市分化格局料將延
續，一線城市和熱點二線城
市房價漲幅將進一步收窄，
而部分三四線城市房價則有
驟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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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內地70個大中城市中，69個城市的新建商品住

宅（不含保障性住房）價格同比上漲，僅溫州下跌。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一線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繼續領漲全國，

其中上海以20.9%的漲幅居首，但四城市同比漲幅均有所回落。總體看來，70個大中城市新房和二手房價格同比漲幅出現一年半

來首度放緩。業內分析，目前正值新「國五條」調控政策出台一周年，在部分地區加大調控政策、房地產相關信貸偏緊的情況

下，內地房價延續漲勢趨緩的態勢，同時房地產市場的風險亦引發業界和監管層關注。

■■11月月7070個大中城市中個大中城市中，，新新
房價格環比下降的城市有房價格環比下降的城市有66
個個，，持平的城市有持平的城市有22個個，，上漲上漲
的城市有的城市有6262個個。。 中新社中新社

■■穗今年供地面積較去穗今年供地面積較去
年增加年增加。。 廣州辦傳真廣州辦傳真

■■去年內地居民人均去年內地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 1818,,311311
元元，，比上一年增長比上一年增長
1010..99%%。。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