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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轉不靈 274家內房破產
政府「房住不炒」融資未見鬆動

綜合新京報、騰訊財經等消息，
破產的地產商基本分佈在三四

線城市，資產規模普遍在5億到30
億元（人民幣，下同）之間，破產
原因主要在於負債高企、融資困難
等原因。更多微型地產商的死亡，
更是悄無聲息。

三四線市中小企遭殃
作為資金密集行業，大部分內地
地產商均是依靠資金驅動，融資環
境降至冰點之後，居高不下的融資
成本，吞噬行業利潤。
今年5月17日，銀保監會發佈關於
開展《鞏固治亂象成果促進合規建
設》工作的通知，明確要求商業銀
行、信託、租賃等金融機構不得違規
進行房地產融資，重點申明要對銀
行、信託等金融機構對房地產行業的
放款加強監管工作。受有關通知影
響，信託貸款餘額在經歷了此前3、4
月份反彈後，5月份再次回落。

前端槓桿融資成本達30%
在中央收緊融資政策之下，融資
成本不斷提升，中小型地產商融資
變得難上加難。有資金中介透露，
百強以外的地產商前端槓桿融資成
本最高要到30%，公司只願意幫長

三角地區的小地產商對接資金，否
則會擔憂市場風險。因此，實力較
弱的中小地產商最後自然被淘汰。
政策由鬆趨緊，即便是主流地產

商也須面臨融資難題。然而，有統
計顯示，2015年地產商債及中期票
據發行量較大，多數企業的債券期
限在3年至7年，今年是許多地產商
的償債高峰期。具體來看上半年到
期債券2,108億元，這一規模佔到去
年全年到期債券的九成以上，下半
年到期債券為1,706億元。
為求生存，半年來如泰禾、中國恒

大、景瑞控股、正榮地產等地產商均
進行超過10%利率的境外融資，華僑
城、陽光100中國、上置集團、粵泰
股份、泰禾集團等地產商均選擇出售
項目股權，進而實現回血。

到期債猛增 新債還舊債
進入7月，房企再出現密集發債，
包括遠洋集團擬發行6億美元有擔保
票據，藍光發展11億元公司債券，
廈門建發50億公司債獲准發行、首
期規模10億元，廈門國貿發行10億
元中期票據，中駿集團5億美元優先
票據獲批；7月30日，中國奧園稱擬
增發一筆美元優先票據。不過業內
人士稱，上述現象並非融資條件放

鬆，而是債務到期猛增，房企需要
還舊債。
實際上，5月以來，各地銀監局和

銀監分局共公示約40張涉及房地產
業務的罰單，主要違法違規事實包
括向資本金不足的房地產項目發放
貸款，發放房地產開發貸款時貸前
調查不盡職，消費貸、個人抵押貸
違規流入房市，住房按揭貸款管理
不規範，貸款「三查」不到位導致
信貸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等。從目
前來看，房地產開發融資短期內難
以出現鬆綁。
在本周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又重

申，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
用來炒的定位，落實房地產長效管
理機制，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
經濟的手段。

大連出招限制商品房漲價
另外，遼寧省大連市同日出台樓

市調控措施，規定所有房地產項目
均須申報商品住房預售價格，審核
通過後，將錄入網簽備案系統。之
後項目實際網簽備案價格不得高於
申報價格，而申報價不得高於5、6
月同質可比最低價格。政府還擬引
入第三方評估機構對項目的成本、
稅費、利潤等進行核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中央政府一直重申「房住不炒」，為遏止樓價過熱，年初以

來中央和地方政府雙管齊下整頓市場秩序，金融監管部門發文，嚴格監管地產商融資，上半年

地產商發債規模大幅回落。在資金壓力下，不少中小型房企被市場淘汰，據人民法院公告網顯

示，截至7月24日，內地共有274家地產商宣告破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
報道）A股昨日表現不佳，上證綜指全
日低位震盪，收跌0.67%報2,932點；
深圳成指跌0.77%，報9,326點；創業
板指跌0.62%，報1,570點，兩市成交
總額為3,576億元（人民幣，下同）。
盤面權重股成為殺跌主力，地產、水
泥及食品股等領跌。縱觀7月「七翻
身」落空，滬指月跌1.56%，板塊全月
表現亦跌多漲少，月度上漲板塊以科

技股表現較為亮眼，另外部分養殖種
植板塊漲幅明顯。

科技股表現跑出
A股7月整體表現不盡如人意，滬指
月K線保持區間震盪，成交量也連
續三個月保持低迷。從個別板塊表現
來看，多數下跌，20日跌幅超過8%的
有10個板塊，其中環保工程、固廢處
理、垃圾分類等概念股跌幅超過

10%，跌幅居首。月內上漲板塊則以科
技股居多，其中消費電子、半導體、
語音技術等板塊漲超4%。另外，養
雞、豬肉、大豆等板塊亦在月內漲幅
較明顯。
廣州萬隆認為，7月行情雖然沒有迎
來大漲，卻也經受住科創板上市、白
馬分化、外圍不穩等多重利空的打
擊。巨豐投顧指出，總體看A股處於中
報窗口期，「排雷」仍是第一要務，
科技股行情仍在演繹。
昨日中央定調房地產不作為短期刺

激手段 ，地產股成為市場領跌的主力
軍，房地產開發股跌1.44%，個股上嘉
凱城跌9.21%，哈高科跌6.10%，華夏
幸福、金地集團、陽光城等多隻股票
跌逾4%。此外，地產股下跌壓力傳導
至園區開發、水泥，上述兩板塊分別
跌2.24%和2.08%。

沃爾德日漲14.4%
科創板昨日漲幅冠軍再次被沃爾德

一舉奪得，該股午盤前還曾幾度翻
綠，午後一飛沖天，至收盤漲
14.48%。鉑力特漲 7.17%，瀚川智
能、中微公司、嘉元科技漲逾5%。其
餘多個科創板股，雖上漲但漲幅趨於
平穩，多數漲幅在2%至4%之間。下
跌僅為心脈醫療、南微醫學兩股，分
別跌1.89%、1.54%。目前換手率有再
次活躍跡象，多數換手超30%，換手
率最低的中國通號也達17.22%。
對於8月市場走勢，廣州萬隆稱依然

有堅實的行情基礎，政策面和資金面都
已經提供良性環境，市場有理由走出更
好狀態，但同時不否認也有一些不利因
素在制約市場，如股票供給的快速增加
及白馬股持續分化沒有得到改善。
源達投顧認為，上證指數當前處於

上有壓力、下有支撐的格局；成交量
再現低位運行態勢，縮量調整格局顯
現。但暫時不必恐慌，可觀察量能進
一步表現，若持續無放量，行情在此
位置附近震盪研磨的概率較大。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昨日公告稱，為
改善小微和民營企業融資環境，央行決定增加支
小再貸款額度500億元(人民幣，下同)，重點支持
中小銀行擴大對小微、民營企業的信貸投放，發
揮精準滴灌作用，引導降低社會融資成本。

精準滴灌降低融資成本
央行網站發佈的公告指出，本次增加額度後，

全國支小再貸款額度為3,695億元。截至6月末，
全國支小再貸款餘額為2,267億元，同比增加

1,323億元，創歷史新高。
今年以來，人民銀行加大支小再貸款支持力

度，加強再貸款資金投向監測評估，注重定向發
力，切實支持小微、民營企業。
另外，央行並指出，服務基層、服務實體且符
合宏觀審慎要求的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
農村合作銀行、村鎮銀行和民營銀行，借用支小再
貸款後能夠增加小微、民營企業信貸投放的，可向
當地央行分支行申請支小再貸款。央行分支行要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符合條件的及時發放。

人行增500億支小再貸款

A股虎頭蛇尾 7月翻身落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為助地產

行業智能化升級，美的置業旗下「智慧生活研究院」
昨日成立，並宣佈與阿里雲、海康威視等合作，計劃
共建智慧生態圈。美的置業集團執行總裁徐傳甫表
示，聯動公司在建築工業化上的業務佈局，形成「智
慧地產製造商」的戰略硬核。

夥阿里雲及海康威視等
智慧生活研究院院長李強表示，通過為智能設備裝

上「超級大腦」，讓智慧家居「主動思考」。據悉，
美的「超級大腦X Brain」集信息、認知、交互、記
憶和決策於一體，能自動記憶家庭成員的行為習慣，
根據環境狀況自動決策，分析家庭狀態從而做出調
整。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庫偉表示，隨移動互聯網、

萬物互聯網發展，在線化程度不斷加深，生活服務戰
略亦升級；譬如通過物聯網、人工智能、身份識別，
打造在線化的空間。目前阿里雲正通過強體感場景、
高關注人群、零距離服務等，打造智能空間場景，建
設智能社區服務。

美的拓智慧生態圈

■美的置業「智慧生活研究院」成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智慧家居」科技產品展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東莞允合資格港澳台居民購新房
香港文匯報訊 東莞市住房和城鄉建設

局發佈通知，簡化港澳台居民購房相關資
料要求。根據通知，自今日起，港澳台居
民年滿18周歲、在東莞市領取居住證且個
人名下在東莞無住房，可購買一套新建商

品住房；港澳台居民在東莞擁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暫
停向其銷售新建商品住房。

今日起實施 須市內無樓
東莞市住建局、市不動產登記中心昨

天 聯 合 印 發

《關於簡化港澳台居民在我市購房相關資料要求的通
知》，該通知自8月1日起施行。符合資格的港澳台居
民在該市購買新建商品住房的，需提供以下資料：一是
身份證明，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需提供香港、澳
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或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
台灣地區居民需提供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二是在
東莞市領取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證；三是提供《東莞市購
房人家庭商品住房情況查詢記錄》。
其他境外個人在東莞市購買新建商品住房，仍按原有

有關規定執行。
東莞市住建局、市不動產登記中心指出，近年來國家

先後出台相關文件，規範境外個人購

房管理，該市實行住房限購政策前，境外個人在東莞購
房執行以上文件規定。2016年10月東莞實行住房限購
政策後，境外個人在該市購買新建商品住房，參照非本
市戶籍居民家庭購房資格條件執行。
2018年8月6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港澳台居民居

住證申領發放辦法》，並於9月1日正式實施，港澳台
居民在內地（大陸）工作、學習、生活更加便利。到
今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為進一步密切內地與港澳交流合
作，為港澳經濟社會發展以及港澳同胞到內地發展提
供更多機會，同時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可為兩岸互聯
互通、經濟社會融合創

造更多腹地。

全市加快創新發展戰略
東莞與港澳台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密切的經貿合

作，近年東莞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積極鼓勵港
澳台地區人才來莞創新創業，在粵港澳大灣區的重大歷
史機遇下，莞港澳台合作將邁入一個新的階段。為便利港
澳台居民在莞就業、創業、學習、生活，東莞根據國家相
關規劃綱要及文件精神，結合實際情況，適時對港澳
台居民在東莞購房相關資料要求作出
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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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昨日發佈《2019年
消費者金融素養調查簡要報告》顯示，今年全國消費
者金融素養指數平均值為 64.77，較 2017 年提高
1.06，消費者金融素養整體有所提升。
報告指出，88.27%消費者認為金融教育「非常重
要」或「比較重要」；與2017年相比，消費者認為
在校園開展金融教育有價值的比例增加1.48個百分
點。大多數群體能夠意識到金融知識普及和在校園開
展金融教育的重要性。
在消費者行為方面，人行金融消費權益保障局副
局長尹優平介紹，消費者在閱讀合同條款、為小孩上

學儲蓄、使用ATM時的密碼保護行為有較好表現。

五成消費者「上網找資料」
對金融知識存在疑惑時，逾六成消費者最常採取

「向相關金融機構的員工諮詢」，約五成消費者會
「上網找資料」。在購買金融產品或服務發生糾紛
時，超七成消費者選擇向提供該商品或服務的金融機
構進行投訴，向相關部門進行投訴的不足五成。
在金融知識水平方面，消費者在銀行卡、儲蓄、

信用知識方面的正確率較高，均超過60%；但貸
款、投資、保險等方面的知識水平有待提高。與

2017年相比，消費者在信用知識問題方面的平均正
確率上升6.66個百分點。

辨別非法投資產品能力升
從金融技能看，消費者在理解金融合同的權利和義

務、產品風險和收益、假幣處理的掌握情況相對較
好，辨別非法投資產品和渠道的能力明顯提升，但對
銀行卡使用、新版人民幣防偽特徵掌握等有待提高。
消費者金融素養問卷調查制度2016年正式建立，

2017年開始每兩年全面開展一次消費者金融素養問
卷調查。

內地消費者金融素養提升

■滬指7月下
跌 1.56% ，
以科技股表現
較為亮眼。

中新社

■遼寧省大連市規定所有房地產項目均須申報商品住房預售價格，之後項目實際網簽備案價格不得高於申報價
格，而申報價不得高於5、6月同質可比最低價格。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