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社科院昨天發佈的《房地產藍皮書》指出，受一

系列不確定和趨勢性因素影響，今年內地樓市的不確定性風險將不斷提升。從較長時期看，若宏

觀經濟增長繼續下滑，樓價有可能在明年下半年再現全面下滑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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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皮書對今年內房走勢預測

一線城市
政策上增加供
應，繼續限購。
樓價持續增長，
漲幅趨緩。

內房明年或全面冧價內房明年或全面冧價
社科院社科院：：不確定性風險續升不確定性風險續升

藍皮書稱，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以
來，內地GDP增速一直處於下滑區

間，2016年宏觀經濟持續下滑將是大概率
事件，從而導致樓市價格預期進一步降
低，對樓市形成向下壓力。受一系列不確
定和趨勢性因素影響，今年世界經濟增長
形勢依然不容樂觀。樓市作為廣義資本市
場一部分，其不確定性風險必將不斷提
升。

局部市場價泡沫明顯
報告指出，各城市房地產市場分化嚴
重，個別城市房價上漲幅度遠超其他城
市，導致局部市場價格泡沫明顯、風險
概率增大，不利於房地產市場穩健發
展。
例如深圳市，樓價上漲雖然可以找到一
些基本面支撐，如自住需求、產業支撐、
居民收入高等。不過深究其上漲過程可以

發現，樓價上漲過快離不開政策刺激和寬
鬆的住房金融支持。

今年樓價整體料上漲
至於樓價走勢，藍皮書預計，在積極財
政政策和偏寬鬆貨幣政策推動下，2016年
內地樓市價格整體將呈上漲趨勢，區域漲
幅進一步分化：一線和部分二線城市樓價
仍將持續上漲，但漲幅將有所減緩；二線
城市樓價將全面上漲，漲幅區域分化明
顯；至於三四線城市，在寬鬆政策推動下
庫存將有所減少，房地產價格跌幅逐漸收
窄回穩。不過，政策刺激效應衰減後，房
地產銷售有再次回落風險；三四線城市的
房地產去庫存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從較
長時期看，如果宏觀經濟增長繼續下滑，
樓價有可能在2017年下半年再次出現全面
下滑趨勢。
藍皮書認為，維持市場穩定將是2016年

樓市政策基調：對於一線城市和部分需求
熱點二線城市，重點是增加土地供應，同
時繼續實行限購政策，甚至推出相關政
策，以防止投資需求過快增長致房價漲幅
過高；多數二線和三四線城市以刺激需
求、去庫存為主，購房落戶、稅費減免、
財政補貼政策，以及教育、醫療等配套措
施有望在各地全面鋪開。
特別是三四線城市在巨大的去庫存壓力

下，首付比例有可能進一步降低至15%，
二套住房貸款的首付比例也將相應下調。
從房地產政策層面看，藍皮書預計，
短期通過貨幣或財政政策刺激房地產需
求，長期將實行供給側改革。一方面，
圍繞房地產去庫存，繼續執行寬鬆的財
政和貨幣政策刺激市場需求，維持市場
活躍；另一方面，圍繞房地產供給側改
革，實施分類調控，以適度緩和區域分
化、冷熱不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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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企紛撤出二三線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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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繼續限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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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刺激需
求，去庫存。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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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指，深圳市樓價上漲過快，原因離不開政策刺激和寬鬆的住房金融支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A股3,000點攻堅戰昨天繼續，滬綜指
盤中最高衝至2,999點，但未能更進一
步，最終收於2,997點，升0.22%，兩市成
交量僅逾4,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央行維穩 資金面穩」
近期人民幣匯率波動明顯加劇。繼5月

3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飆升至今年
以來最高點之後，4日忽然大幅貶值，創
下去年8月匯改以來最大單日跌幅。昨日
貶值行情延續，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較上

日續挫185個基點。
昨日央行在公開市場進行了1,300億元7
天期逆回購操作，當日到期逆回購量為
1,100億元，故資金淨投放200億元。此前
連續6個交易日，公開市場均見單日的資
金淨回籠。申萬宏源債券部指，目前央行
維穩意圖明顯，整體來看，銀行間市場的
資金缺口料較4月明顯縮小，資金面將相
對穩定。
近兩日A股的觀望情緒有所升溫。昨天

早盤滬深兩市雙雙微幅低開，之後曾再度
翻綠，低見2,977點。午後滬綜指緩步向

上，但始終未能突破3,000點關口。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2,997點，漲6點或

0.22%；深成指報10,474點，漲51點或
0.49%；創業板指報2,224點，漲13點或
0.59%。兩市共成交4,742億元，較周三縮
量超600億。文化傳媒、園林工程、民航機
場等股類漲幅居前，一些權重股相對低迷，
鋼鐵、石油、汽車、工程建設等均收跌。
巨豐投顧郭一鳴認為，短期股指反彈，

只能稱之為反抽，在增量資金繼續觀望的
當下，反抽隨時有結束可能，此前3,000
點就是一道坎，當下也不例外。

■■滬綜指昨收報滬綜指昨收報22,,997997點點，，
微升微升66點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由國土資源部、國家發展
改革委聯合印發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土地
利用總體規劃（2015-2020年）》，劃定減
量優化區、存量挖潛區、增量控制區和適
度發展區，明確各區土地利用原則和利用
導向。當局將按照突出重點、有序投放、
改善結構的原則，嚴格控制新增的建設用
地。
按照規劃，減量優化區需要通過建設用

地「減量瘦身」倒逼城市功能提升，原則
上不安排新增建設用地，鼓勵將存量建設
用地轉化為生態用地。
存量挖潛區不宜再進行高強度大規模建

設，區域建設用地總量基本保持穩定，以
存量建設用地結構和佈局調整為主；增量
控制區不宜進行大規模開發建設，重點保
障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用地，控制區域新
增建設用地。
適度發展區是承接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

和京津產業轉移的主要區域，應引導人口
產業合理集聚，適度增加區域新增建設用
地規模。

保護「一帶十三區」基本農田
規劃強調嚴格永久基本農田保護和大力

推進農用地綜合整治。將北京順義東部等
13片集中分佈的優質耕地優先劃入永久基
本農田實施嚴格保護，推進構建「一帶十
三區」區域永久基本農田保護格局。
規劃提出，全力支撐重點領域率先突

破。從軌道交通、公路網、機場、交通綜
合樞紐、港口體系等幾方面，切實保障交
通一體化發展用地需求；通過開展重要生
態功能區退耕還濕、推進重點區域退耕還
林還草、引導農業結構調整、推進生態環
境整治、強化森林資源保護和發展等措
施，因地制宜開展生態建設。
通過實施差別化用地計劃和土地供應管

理，嚴格執行項目准入負面清單等舉措，
支持產業升級轉型。
同時大力推進節約用地，推進城鎮低效

用地再開發、盤活農村建設用地、推進工
礦廢棄地復墾利用，加大存量建設用地挖
潛力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據深圳市金融辦給市人大代表的建議
答覆顯示，深圳市將探索建立P2P網貸平
台黑名單制度。進入黑名單的平台，法人
代表及主要股東終身不得進入金融以及互
聯網金融行業。
2013 年以來深圳發生問題 P2P 平台

達 207 家，問題平台率 28%。2015年一
年中，深圳新發生停止經營、提現困難、
失聯跑路等問題平台 151 家，佔全國
13.06%，居全國第二。公安機關依法查處
了61家涉嫌非法集資的P2P平台，佔非法
集資案件總數的36.1%，涉及金額47.4億
多元人民幣，涉及投資人8.4萬多人。自

2016年1月1日起，深圳市不再新增P2P
平台數量，待現有平台按照銀監會監管要
求全部整改規範完畢後，再視實際環境適
當控制節奏。
深圳市金融辦表示，當前深圳市正探索

建立P2P網貸平台分級分類管理和黑名單
制度，將組織對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進
行分類評級，設置A（優良）、B（良
好）、C（關注）、D（不良）四個等級，
評級結果作為衡量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
的風險程度，實施日常監管的重要依據。
特別是進入黑名單的平台，其法人代表及
主要股東將終身不得進入金融及互聯網金
融行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凱雷、朱燁）面
對互聯網電商來勢洶洶，傳統的服務業如
何應對？近日，吳江太湖新城與蘇州鳳凰
匯公司推出了「蘇州灣智慧旅遊異業聯盟
卡券平台」，讓傳統服務業「觸電」，以
「互聯網＋」模式推動吳江太湖新城的智
慧城市建設。
「蘇州灣智慧旅遊異業聯盟卡券平台」
集合蘇州灣景點、酒店、餐廳等各類旅遊
設施，並利用手機應用程式（App）、微
信卡券等實施無卡化、無硬體的優惠券發
放，以此助推實體商業的智慧轉型。目
前，東太湖大酒店、王焰溫泉等高級旅遊
商家已入駐蘇州灣智慧旅遊平台，吳江新
城管理部門也將利用此平台對包括餐飲、
住宿、溫泉、商場等整個景區的旅遊大數
據採集，採取客流疏導、精準服務等功
能。
吳江太湖新城總面積約200平方公里，
自2010年正式啟動建設以來，已步入產城
融合、城旅一體、人口導入與產業導入的
快速發展期，服務業佔比70%。吳江濱投

集團董事長張中軍表示，吳江太湖新城將
全力推動體驗式商業消費，通過智慧旅遊
卡券平台實現蘇州灣商業消費、文化娛

樂、住宿行走等一站式服務，下一步還將
推出太湖綠洲、特色小鎮、沙灘遊艇、餐
飲一條街等文商旅項目。

■蘇州灣智慧卡券平台啟動儀式在吳江太湖新城舉辦。 朱燁 攝

蘇州灣推智慧旅遊卡券平台

京津冀嚴控新增建設用地

深圳擬設P2P黑名單制度
觀望情緒升溫 滬A反抽0.2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報道）儘管
廣州4月一手樓、二手樓成交均表現搶
眼，但是土地市場則顯得冷清。統計顯
示，上月廣州通過招拍掛方式掛牌出讓的
地塊僅3宗，皆為工業用地和其他用地，
住宅及商業用地零成交。此外，還有一宗
通過招拍掛方式掛牌轉讓的工業用地成
交。
業界人士預期，隨着樓市銷售轉暖，土
地市場必然升溫。在《2016年廣州市經營
性用地供地計劃》藍皮書中，計劃推出的
84宗地，包括居住用地27宗，商業地57
宗。監控數據顯示，4月掛牌地塊已有11
宗，總起始金額為49億元人民幣，總出讓
面積為645,107平米。其中6宗為掛牌出
讓，5宗為掛牌轉讓，均將在5月拍賣。
合富輝煌首席分析師黎文江表示，今年

廣州計劃供應居住用地集中在幾個老城區
及番禺，以舊廠舊城改造用地為主，可以

緩解中心城區住宅供應的不足。不過隨着
中心區土地的稀缺程度加劇，今年廣州拍
出地王的機會極大。

穗本月49億起拍11地

■業界料穗本月土地市場將轉暖。
資料圖片

整理：記者 王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內地
二三線城市房地產要去庫存，不少港資
發展商已化身「春江鴨」率先從這些地
區抽身。其中「純官」鄭家純旗下新世
界系已於去年底，拋售多個項目套現

339億元（人民幣，下同）；同年年中華置
（0127）出售成都3個項目套現65億港元。
去年新世界系大手拋售旗下位於內地二

三線城市樓盤，短短一個月拋售9個盤套現
339億元，掀起市場關注。去年12月初，新
世界中國（0917）宣佈以約20%至354%溢
價，把旗下武漢、海口、惠陽3個項目出
售，涉及交易金額達135億元。同月月底，
新世界發展（0017）和新世界中國共同出

售位於成都、貴陽兩個項目；周大福亦出
售位於北京、上海、青島 3個項目。上述5
個項目總建築面積逾9,160萬方呎，總金額
達204億元。
規模較細的發展商亦撤出二三線城市，

華人置業於去年7月以65億元代價向恒大
（3333）出售位於成都3個內地物業項目，
包括「華置．西錦城」、「華置．都匯華
庭」及「華置廣場」，涉及樓面合共逾65
萬平米。
去年 10 月，華置聯同尖沙咀置業

（0247） 、信置（0083） 及中渝置地
（1224）持有的重慶項目，涉及100%股
權，以70億元轉售予恒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