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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住宅投資年半來首回升
同比增長3% 深圳寧波銷售額增逾七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今年以來，在一系列支持地產市場
的政策利好下，內地樓市銷售指標呈現
明顯反彈，房價也開始企穩，部分城市
房價環比出現上漲。國家信息中心預測
部主任祝寶良預計，在政策整體趨於寬
鬆的大背景下，未來房地產市場將迎來
回暖，銷售形勢繼續改善，投資增速預
計會在三季度企穩回升，對整體經濟企
穩將起到明顯拉動左右。

回暖現象向二三線城市擴散
祝寶良向本報指出，自今年 4 月起

內地房屋銷售形勢開始出現企穩回升
跡象，5月起房屋銷售面積當月增速出
現正增長，而後三個月商品房當月銷
售面積同比上漲均達到 15%左右，呈
現較為明顯的回暖特徵。部分住房潛
在需求較為旺盛的一二線城市回暖態
勢更加明顯，出現「量價齊漲」的局
面。

祝寶良認為，隨着穩增長政策的力
度不斷加大，以及政府對房地產信貸的
持續放鬆，房地產市場成交的回暖不是
曇花一現，而是新一輪的持續過程，將
從一線城市逐漸向二、三線城市擴散，
從而推動房地產業加速去庫存化。

下半年房地產投資有望回升
交通銀行房地產業研究院夏丹亦表

示，二季度房地產市場已經確立形成了
年內回暖的基調，預計這種趨勢年內將
持續。一方面，在回暖的大背景下，各
線城市都將有不同程度的好轉；另一方
面，城市間資源分配的不均衡使其對人
口的集聚和資金的吸引存在顯著差異，
各線城市分化將仍然明顯。

夏丹指出，7月、8月為傳統銷售淡
季，單月成交漲幅可能有所回落，而
全年銷售將沿着回暖的方向持續。從
當前銷售好轉向開發端的傳導，以及開
發商補庫存需求對土地市
場的帶動來看，下半年房
地產投資增速有望企穩回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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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顯示，1-7月份內地房地產開發
投資 52,562 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名義增長4.3%，增速比1-6
月份回落0.3個百分點，回落幅度比1-6
月份減緩0.2個百分點。

銷售升帶動開發商資金回籠
國家統計局投資司高級統計師李皎指
出，經歷了一年半的下行之後，住宅投
資增速開始回升。1-7月份房地產開發
投資中，住宅投資同比增長3%，增速
比1-6月份回升0.2個百分點，為2014
年以來的首次回升。住宅投資佔內地房
地產開發投資的比重超過三分之二，其
增速回升將對下一步內地房地產開發投
資產生拉動作用。
李皎進一步分析認為，房地產開發投

資增速雖然仍處於回落通道，但其回落
幅度卻在持續減緩。「1-7月份，房地
產開發投資增速回落幅度比1-6月份減
緩0.2個百分點。今年以來，各月投資
累計增速回落幅度逐月縮小，房地產開
發投資現企穩跡象。」
業內人士分析，房地產開發投資的企

穩回升態勢得益於開發商的資金較為充
裕。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7月份內
地房地產開發企業到位資金69,301億
元，同比增長0.5%，今年以來連續第
二個月增速為正。在各類到位資金中，
企業定金及預收款由1-6月份的下降
0.9%轉為增長2.4%，說明商品房銷售

市場繼續回暖，而銷售回升帶動房地產
開發企業資金回籠。

國房景氣指數連續兩月回升
數據顯示，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

增速繼續回升。1-7月份內地商品房銷
售面積同比增長6.1%，增速比1-6月份
提高 2.2 個 百分點；銷售額增長
13.4%，增速提高3.4個百分點。住宅
銷售尤為搶眼，1-7月份住宅銷售面積
53,009萬平方米，銷售額34,884億元，
比1-6月份分別增長6.9%和16.8%，大
大高於辦公樓等其他用途商品房銷售
增速。
部分熱點城市銷售火爆，1-7月份，

深圳、寧波、杭州銷售面積增速超過
50%，銷售額增速超過70%，帶動40個
重點城市銷售市場表現明顯好於非重點
城市。
7月份房地產開發景氣指數(簡稱

「國房景氣指數」)為93.03，比6月份
提高0.4點，比5月份提高0.6點，雖
仍處於歷史低位，但已連續兩個月回
升。
銷售情況好轉也增強了部分房企的購

地積極性。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7
月份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
12,113萬平方米，同比下降32.0%，降
幅比1-6月份收窄1.8個百分點；土地成
交價款3,593億元，下降25.6%，降幅
收窄3.3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一系列降息、放寬房貸等措

施刺激樓市回暖。國家統計局昨日

發佈數據顯示，今年1-7月份內地

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增長6.1%，住

宅銷售額同比增長16.8%，深圳、

寧波、杭州等熱點城市銷售火爆，

前個7月銷售額比去年同期增長超

七成。商品房銷售持續回暖，為開發商提供了有力的資金支持，住

宅開發投資增速一年半來首現回升，同比增長3%，出現2014年以

來首次回升，房地產開發景氣指數亦連續兩個月從低位回升。

內地工業增速回落 轎車產量跌26%

一線城市樓價創近五年新高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二季度內地樓市價

量呈現雙增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針對北
上廣深等30個典型城市監測統計顯示，
二季度30個典型城市樓市成交量和成交
價均呈現大幅上漲趨勢。其中，四大一線
城市樓市成交量、成交均價創下近五年新
高。
內地媒體報道稱，根據易居研究院的

數據，2015年二季度，30個典型城市商
品住宅成交均價為12,187元/平方米，環
比增長11%，同比增長16.2%，成交均價
創歷史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一二線城市房價漲幅

十分明顯。價格方面，一二線城市成交均
價都創下歷史新高，由於三線城市去庫存
任務較重，成交均價環比增幅輕微下跌。
成交量方面，二季度一線城市成交量同比
和環比漲幅最大，成交面積超過2012年
四季度1,216萬平方米，創近五年歷史新
高，成交均價則達到歷史新高。

針對一線城市房價回暖，易居房產研
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對《北京商
報》記者表示，一線城市是今年二季度房
價上漲的「領頭羊」。一方面，去庫存周
期持續收窄帶來了房地產市場去庫存壓力
的釋放，從這個角度看確實會帶來市場定
價空間的增加。因此目前房企會主動調高
價格。對於一些豪宅產品而言，較好的成
交量也會促使其抬價。另一方面，隨着市
場預期的繼續轉變，一線房地產市場依然
被普遍看好，這也會帶來房地產市場的價
格上升。

下半年或續漲
對於下半年的房地產市場，嚴躍進認

為，下半年一線城市將面臨價格繼續大漲
的風險。價格上升一方面將帶來市場成交
量的上漲，但另一方面也會干擾市場預
期，甚至加快投資投機需求的導入，進而
使得剛性需求購房者的購房成本上升。

■今年1-7月份內地住宅銷售額同比增長16.8%。圖為山西太原民眾在一售樓處挑選商
品房戶型。 中新社

房地產成晉民間投資「新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山

西雄厚的民間資本走向出現了新變
化。繼追捧採礦業、製造業之後，
當前房地產業成了山西民間投資的
「新寵」。
山西省統計局昨日發佈最新統

計報告稱，2015年上半年，山西
民間投資增速持續加快，是拉動
全省投資「大盤」大幅上漲的主
動力，貢獻率達六成。從行業
看，山西省民間投資主要集中於
房地產業、製造業和農林牧漁業
三大門類行業。
數據顯示，2015年上半年，山西
省民間投資中，房地產業投資額位

列第一，其次為製造業。房地產業
完成投資749.1億元（人民幣，下
同），製造業完成投資647.4億元。
在煤炭市場結束「黃金十年」的

2012年，在當地政府的引導之下，
山西省民間投資的追逐行業已經從
「採礦業」轉為「製造業」，隨後
幾年，山西民間製造業投資持續快
速增長。
據山西省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

2015年上半年，山西民間資本近三
成投向了房地產業，投資總額較上
年同期相比，增長 22.1%，取代
「製造業」成為山西民間資本投資
「新寵」。

逾九成棚戶區居民滿意改造政策
香港文匯報

訊 國家統計局
昨日公佈了《城
鎮棚戶區改造群
眾滿意度調查報
告》，報告顯
示，九成以上被
調查者「滿意」
和「基本滿意」
國務院加快棚戶
區改造的相關政
策。
據中新社報

道，國家統計局社情民意調查中心
組織近期開展了城鎮棚戶區改造民
眾滿意度調查，採取重點和隨機抽
樣相結合的調查方法，選取北京、
河北、山西等20個省（區、市）的
10,100個城鎮棚戶區居民作為調查
樣本，採用入戶調查的方式進行。
調查顯示，對於近年來國務院出

台的加快棚戶區改造政策，棚戶區
居民表示「滿意」的佔 48.9%，
「基本滿意」的佔43.6%，合計為
92.5%。

超七成滿意落實情況
相比之下，棚戶區居民對於政策

落實情況的評價卻沒有那麼高。調
查顯示，對當地棚戶區改造政策措

施落實情況，參與改造的棚戶區居
民表示「滿意」和「基本滿意」的
合計為72.7%；而國有工礦、資源
枯竭型城市棚戶區居民的合計比重
更低，僅分別為67.1%、62.3%。
調查顯示，棚戶區居民認為目前

棚戶區改造存在的最主要問題是
「改造周期長」，佔45.2%，位列
其後的還有「安置面積不合理」、
「政策透明度不高」、「補償資金
不到位」、「配套建設跟不上」，
分別佔 34.2%、29.9%、28.4%、
26.7%。
總的來看，國有林區（林場）和

改造已完成的棚戶區居民對棚戶區
改造現狀更為滿意，滿意度比重分
別為97.1%、95.5%。

上月財政支出增逾兩成
香港文匯報訊 7月中國財政支出力度明顯加
大，顯示積極財政政策正在持續發力。
中新社報道稱，據中國財政部昨日發佈的最新
數據，2015年7月份內地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近
1.3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24.1%，與上月13.9%的增幅相比明顯加快。

財政收入增長面臨壓力
收入方面，7月份內地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約1.4
萬億元，同比增長12.5%，同口徑增長9.1%，較
上月增速有所回落，但仍處於年內高點。
受樓市持續回暖推動，7月房地產相關稅收增

長加快。財政部數據顯示，當月土地增值稅、城
鎮土地使用稅等四項與房地產相關的稅收合計增
長5.3%，增幅比上月回升1.6個百分點。

1-7月累計，內地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近9.4
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7.5%，同口徑增長
5.4%，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3.1個百分點。
財政部坦言，目前財政收入增長呈中速偏

低態勢，今年後幾個月財政收入增長壓力仍
然較大。
根據2015年財政預算，今年全國一般公共

預算收入同比增長7.3%。

公共支出料加碼穩增長
為發揮財政對穩增長的支撐作用，近期中

國官方已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審計財政收
支、清理財政專戶、清單管理資金等。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已多次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要求加快統
籌使用財政資金，改變資金使用「碎片化」問

題，提高使用效益。
鑒於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仍然不減，今後財

政支出加碼可期。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會議明確提出，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變
調」，保持公共支出力度。

香港文匯報訊 在6月份反彈至年內高點後，
中國工業增速7月份再度出現0.8個百分點的回
落。其中，轎車產量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26.3%。

外內需疲弱 消費品生產降
據中新社報道，國家統計局昨日發佈數據顯
示，7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
長6%，增速較6月份回落0.8個百分點；1-7月
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3%，與1-6月
份持平。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江源表示，7月
份全國工業生產增速回落的主要有三方面的原
因：
一是外需低迷，出口下降。7月份，海關統計
的出口同比下降8.9%。紡織紗線、織物及製
品、服裝及衣着附件和鞋類等出口重點商品出口
降幅擴大，導致這些行業的工業品生產增速有所
回落。
二是受投資、房地產需求減弱影響，部分投資
品生產進一步下滑。7月份，粗鋼產量同比下降
4.6%；鋼材產量由6月份增長1.3%轉為下降
1.9%；平板玻璃下降13.5%。此外，建築工程用
機械、載貨汽車等下降幅度也呈進一步擴大勢
頭。
三是部分消費品生產下降。7月份，轎車產量
下降26.3%，降幅較6月份擴大14.9個百分點；
捲煙產量由6月份增長1.4%轉為下降4.3%。
江源表示，部分地區受颱風等天氣原因影響，

工業生產增速回落幅度較大也是7月份中國工業
生產增速回落的原因之一。如浙江省7月工業生
產增速為2.5%，比上月回落了3.5個百分點。

波動屬正常 總體態勢平穩
江源指出，7月份工業生產增速出現回落，表
明中國工業經濟企穩的基礎還不牢固。但他同時
強調，工業月度之間增速出現一定的波動也屬於
正常現象，中國工業生產總體態勢平穩，且經濟
結構調整取得積極進展。

一是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有所加快；二是支
撐工業轉型升級的高端細分行業仍然保持了較快
增長；三是符合消費升級方向的新興產品快速增
長。
他透露，7月份，在中國汽車產量總體下降情
況下，運動型多用途乘用車（SUV）增長
32.9%，新能源汽車增長3倍以上；動車組增長
104.7%；智能電視增長47.1%；智能手機增長
31.7%；光纖增長 47.6%；太陽能電池增長
21.7%；光電子器件增長21.5%。

■中國財政部昨日發佈的最新數據顯示，上月內地
財政支出力度明顯加大。 資料圖片

■■內地上月轎車產量劇降近三成內地上月轎車產量劇降近三成。。圖為安徽圖為安徽
一家汽車廠生產線一家汽車廠生產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安徽省合肥市瑤海區安拖東村棚戶區改造項目已於今
年3月啟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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