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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萌

距离三月份只有 3天时间，有房贷的借款人
将可以有所动作。

去年12月28日，央行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深
化LPR改革，自2020年3月1日起，金融机构应与
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客户就定价基准转换条款进行
协商，将原合同约定的利率定价方式转换为以LPR
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也可转换为固定利率。原则
上存量房贷应于2020年8月31日前完成。

由于上述公告规定，定价基准只能转换一
次，转换之后不能再次转换。而最近一期5年期
LPR下调后，房贷一族开始纠结房贷利率换锚后
该如何转换。针对房贷一族关心的问题，记者日
前咨询了业内专家和银行员工。

根据央行规定，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加点
数值等于原合同执行利率水平与2019年12月发
布的相应期限LPR的差值(可为负值)，确保房贷
利率在转换时点保持不变。

以LPR为定价基准加点，该怎么计算？某国
有大行信贷部门员工给《证券日报》记者举了一个
例子：比如客户房贷为基准利率上浮10%，即当前
执行利率为5.39%，而2019年12月份发布的5年
期以上LPR为4.8%，那么转化时的贷款利率就是
4.8%加 59个BP（即 5.39-4.8=0.59）；如果现有房
贷利率是基准利率打8折，即3.92%，那么转换时
就是 4.8%减 88 个 BP（即 3.92-4.8=-0.88）。加
（减）基点数一旦确定，也就不会变了。重定价周
期最短为一年，也就是房贷利率每年最多调整一
次。未来每个利率重定价日，利率水平由最近一
个月相应期限LPR与该加点数值重新计算确定。

“固定利率很好理解，就是以转换时的利率
为准，即保持当前利率水平不变，一直到贷款合
同结束。”上述银行员工介绍。

由于利率逐渐下行被看成是近年来的趋势，
本报记者咨询时，多位银行员工建议选择参照
LPR定价。

“未来大概率进入降息周期、LPR总体呈下降
走势，将房贷转换成以LPR为定价基准更合适。
当然，如果未来利率上行，贷款利率也要随之增
加。”某股份制银行个贷经理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转换为固定利率无法享受利率下行的红利，但
同样也可以在利率上行时避免成本上升。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无论是何种转换方式，
转换后的房贷利率都并不低于原有的利率，除非
采用第一种方式后LPR下降，但其体现在房贷利
率中最快要从2021年开始。

董希淼同时强调，事实上，LPR下行并不必
然导致房贷利率下降。商业银行发放个人住房
贷款，不同银行可能会综合业务定位、客户资质、
资金成本等因素，在LPR基础上进行加点。

存量房贷利率3月起换锚
多位银行信贷员建议挂钩LPR

张 歆

三百六十行，行行忙复工。在部分地区收到
“开工利是”的楼市复工近期更是尤其受关注。

笔者注意到，有些消息的着眼点在于“降首
付”、“购房补贴”、“多地密集出手”……笔者认
为，作为在GDP中占比近7%的行业，房地产业确
实需要有序复工复产，地方性政策大多是针对房
地产业复工、人才引进等推出的组合拳，并非坊
间传言的“调控松动”，对于地方性政策或金融机
构个案式举措，没有必要放大解读。

首先，央行近日再次定调不将房地产作为短
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政策面态度可谓十分清楚。

央行日前在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
执行报告中明确表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按照‘因城施策’的基本原则，
加快建立房地产金融长效管理机制，不将房地产
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结合本月1年期、5
年期LPR的分化变动态势来看，银行业金融机构
对于中长期贷款的定价并未明显放松。

对于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业而言，在宏观政
策面、资金流动性和价格都没有明确放松的前提
下，做出“调控放松”的判断显然是不严谨的。

其次，目前的地方性政策调整或举措，符合“因
城施策”的一贯调控口径，并未大面积增加变量。

考虑到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楼市
调控政策一直坚持“因城施策”，换句话说，各地方
或金融机构根据楼市在不同区域、不同时点的发
展特点，可以在其授权范围内更有针对性地制定
和实施具体举措。例如，不限购地区的首付比例
相对于限购地区更有政策弹性。此外，各地结合
发展特点，通常会出台“组合政策”。例如，配合人
才引进的落户和购房补贴，对于特定刚需的信贷
支持等，这些政策也并非是在如今的时点突然出
台的，自然不应该被贴上“调控放松”的标签。

第三，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以及平稳健
康发展是楼市的调控目标，也是稳经济的需要。

去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提及
楼市调控时表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上述表述明确了“稳”对于楼市的重要
性。“稳”显然并不是懒政式的不作为，也不能简单
理解为“我们都是木头人，谁也不许动”，而是根据
时和势进行适当的调整，对稳经济形成有力支撑。

笔者认为，目前各地或金融机构出台的支持
“楼市复工”举措，并不等于楼市调控转向，毕竟包
括房地产业在内的任何行业，都不可能一成不变，
都需要不断在动态中寻找自己的发展平衡点。

“楼市复工”
举措的正确打开方式

主持人宓迪：今日本报关注复工复产向抓重点、高质量建设推进，从重点行业复工复产、重点项目融资、多地重大项

目投资计划等角度，采访专家学者进行解读。

本报见习记者 昌校宇

2月 24日，工信部印发《关于有
序推动工业通信业企业复工复产的
指导意见》，提出推动重点行业企业
复工复产。优先支持汽车、电子、船
舶、航空、电力装备、机床等产业链
长、带动能力强的产业。

自 2 月 10 日以来，全国多地企
业陆续吹响复工“集结号”，这其中
就包括跨国车企——宝马。记者获
悉，从 2月 17日起，宝马集团在中国
的绝大多数办公场所已经重新开
放，位于沈阳的两个整车生产厂和
一个发动机生产厂也已逐步恢复生
产。

“针对经销商伙伴，宝马还推出
‘宝马经销商展厅公众健康防护指
南’等多种措施，以保障复工复产安
全有序。”宝马经销商伙伴方先生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目前公司还是
以“云办公”、轮岗制和弹性错峰等
办公方式为主，柔性的办公制度最
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员流动，为复工

后的防疫工作带来了保障。
“正常情况下，1月份和11月份、

12月份是汽车销售旺季，但 2020年
1月至2月的累计销量没有达到预定
目标，希望全面复工后，我们能在11
月至 12月的销售旺季挽回损失，争
取在打好‘防疫战’的前提下实现全
年总量目标。”方先生向记者表示，
宝马集团已在制定“补产”计划，接
下来也会对整体市场环境进行研
究，适度调整短期计划。

汽车是大规模生产的民用产品
之中工序最为复杂的产品之一，从
毛坯加工到整车装配，需要采用各
类加工技术，相关零部件更是多达
上万个。这些因素也促使汽车产业
具有产业链长、辐射面宽、联带效应
强等特点，同时对制造业、保险业以
及再就业都有很大的带动力，且间
接带动作用远大于直接带动作用。

对于汽车产业链长、带动力强
的特性，方先生解释，一方面，汽车
产业对机械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
加工业和橡胶制品业直接需求量很

大，由此会为它们带来增加值；而汽
车保险是汽车很重要的一个衍生

“产品”，与汽车产业息息相关。另
一方面，汽车产业能提供大量的就
业机会，如汽车设计、制造、销售、保
养、装饰、维修等都需要人员。此
外，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
支柱性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
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调研发现，截
至 2月 18日，汽车行业的复工率已
超过了75%。

对于优先支持产业链长、带动
能力强的产业复工复产对增加中国
经济韧性有何意义，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
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产业发展有一定连带作用。产
业链长，带动能力强的企业具有巨
大的承上启下作用，优先支持他们
复工复产，既可以保障产业链上游
企业的产品销售、稳定收入，同时又

能确保产业链下游企业的原材料供
给、恢复生产，这些都有助于整体产
业链的快速恢复。

盘和林认为，在此次疫情中，受
波及相对严重的企业往往经营面较
为狭窄，处在产业链的单一一环，这
并不利于他们规避风险，而优先复
工产业链长的企业，可以将各个环
节的原材料、中间品先行销售或者
出口，抑或外包其他企业生产，这些
方法可以避开自身下游产业链企业
停摆的影响。同时，因供给停滞导
致的产业链中间产品价格波动也会
被这些企业内部消化，有效降低交
易成本，这些都有助于我国整体产

业的快速复苏，这也是我国经济韧
性增强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家电龙头海尔、
长虹、海信、TCL、格兰仕、美的、小熊
等也已正式复工。其中，截至2月17
日，除武汉工厂外，海尔国内工厂全
部复工。

盘和林表示，此次疫情会让一些
产业链狭窄的企业陷入困境，此时产
业链较长的企业需要伸出援手，通过
入股或收购等方式延伸产业链。企
业延伸产业链的核心目标是提升整
体产业链的价值，降低交易成本，更
有效的产业链扩展才能对企业更有
益，也具有更强的经济带动力。

工信部“点将”优先复工复产
汽车、电子等产业榜上有名

本报记者 包兴安

近期，中央及地方出台政策积
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推动重大项
目开工建设。据《证券日报》记者不
完全统计，近日，北京市、福建省、河
南省、云南省、江苏省等地发布了
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清单，总
投资额合计逾 11万亿元，其中基建
投资仍是重要部分。

财政部专家库专家、360 金融
PPP研究中心研究总监唐川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受疫情影响，各地
一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工、停
产。为平滑疫情造成的缺口，各省
市纷纷出台了新一轮的基建发展计
划，确保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

2 月 25 日，江苏省常州市举行
2020年重大产业项目集中开复工活
动，此次集中开复工共 297个项目，
总投资 3474.1亿元，2020年计划投
资794.5亿元。

除了常州市外，连日来，多地
重大工程项目相继复工，未来各地
将有大批重大项目陆续上马。经
记者梳理，2 月份以来，北京市、福
建省、河南省、云南省、江苏省等地
发布了 2020 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

清单。
具体来看，2月 25日，福建省发

改委发布《关于印发 2020年度福建
省重点项目名单的通知》，名单共列
重点项目 1567个，总投资 3.84万亿
元。其中:在建项目1257个，总投资
2.97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5005亿
元；预备项目 310个，总投资 0.87万
亿元。福建省发改委将确保重点项
目加快推进、早见成效，充分发挥有
效投资对稳增长、强动能、补短板、
惠民生的积极作用。

云南提出实施基础设施“双十”
重大工程，总投资约3.6万亿元。“双
十”重大工程包括 10个在建项目和
10个新开工项目，其中在建项目总
投资约1.6万亿元，新开工项目总投
资约2万亿元。

北京市重点工程计划覆盖基础
设施、民生改善、高精尖产业三大领
域，涉及 300个项目，计划完成投资
约 2523 亿元，建安投资约 1253 亿
元。北京城市副中心重大工程行动
计划聚焦基础设施、民生改善、产
业、行政办公四大重点领域，推动
197 项重大工程，总投资约 5225 亿
元。

河南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共列

项目980个，总投资3.3万亿元，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 8372亿元，涵盖了
产业转型发展、创新驱动、基础设
施、新型城镇化、生态环保、民生和
社会事业六大领域。

为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降到最
低、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江苏省
安排重大项目 240个，其中，220个
实施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5410亿元，
比上年增加80亿元。将围绕产业转
型、民生改善、生态环保、基础设施
功能完善、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等方
面，系统推进重大项目。

在川财证券研究所所长陈雳看
来，为对冲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
响，基建在我国经济中的托底作用
不可或缺，全年基建投资增长值得
期待。

唐川认为，从去年年末到今
年年初，中央及各部委通过下调
部分领域项目资本金、信贷支持，
以及增加专项债在地方债中的比
重等政策明确了大力发展基建项
目，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和各区域
均 衡 发 展 的 经 济 战 略 。 目 前 看
来，在疫情的影响下，各方已有意
识地为经济稳健发展给出了实质
性的调节措施。

多地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出炉
总投资规模逾11万亿元

本报见习记者 吴晓璐

“公司本次疫情防控债的发行审
核，获得了深交所绿色通道服务支
持，深交所给与‘专人对接，专项审
核’，并最大程度简化了相关工作流
程，缩短了发行时间。”长城证券相关
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深交
所的大力支持下，公司本次债券发行
申请提交后一个交易日内即取得了
发行代码，并顺利完成簿记工作。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支持企业
复工复产，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支持
政策，而资本市场也加大了对疫情
防控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在2月3日A股开盘前，证监会副
主席李超就表示，对于疫情严重地
区的相关企业以及募集资金主要用
于疫情防控领域的企业，设置公司
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和股票发
行“绿色通道”。

《证券日报》记者据同花顺 iF⁃
inD数据统计发现，截至2月25日，沪
深交易所已经完成了28家公司30只
疫情防控债（名称中带有“疫情防
控”和“战疫”的债券）的发行，合计
规模为271.4亿元。此外，沪深交易
所还有6只、合计规模83.7亿元的疫
情防控债待发。

不仅发行效率高，从发行利率来

看，疫情防控债的发行利率较同期债
券利率偏低。上述30只疫情防控债
中，有13只债券的利率低于4%。

“从发行成本来看，‘疫情防控债
券’的发行利率明显走低，这离不开
各个承销机构的积极销售，市场资金
积极涌入，券商、银行、基金等机构联
手奋战。”财达证券地方政府投融资
研究中心主任胡恒松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截至目前，已有多家公司
完成了疫情防控债券的发行，相信募
集资金已经开始有力地支持疫情防
控工作，支持企业的复工复产。

除了为疫情防控债等重点项目
开辟“绿色通道”，上交所还优化了
重点企业融资——科创板审核工
作。上交所表示，为应对疫情，对科
创板首次公开上市审核、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审核及其他相关审核
中发行人回复时限等规则规定的审
核时限，以及发行人更新财务报告
的时限，予以中止计算。

“特殊时期，对一些时限中止计
算，能够给准备申报的企业以及相
应的保荐机构更为充足的时间，这
让许多企业避免了因不可抗力因素
而与科创板失之交臂的可能，给企
业吃了一颗定心丸。”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
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沪深交易所助力重点项目融资：

270亿元疫情防控债完成发行

本报记者 孟 珂

随着再融资新规的落地，定增市
场变得活跃起来。近期，A股市场已
有近百家公司修改原先的定增方案
或新披露定增预案，其中多家公司获
大股东或单一机构“包场”。

“上市公司定增方案被大股东或
机构‘包场’是好事情，这说明投资者
对股票定增较为看好，未来风险较
低。同时也说明目前流动性比较充
裕，更多的资金开始流入股市。”中国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产业部副
主任卞永祖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近期定增市场活跃受益于再融资新
规，再融资门槛的优化，也让更多的
投资者尤其是私募等机构参与其中，
企业融资难度和成本都会降低，这也
反过来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记者注意到，自再融资新规发布
以来，已有凯莱英、古越龙山、中核钛
白等多家公司获大股东“包场”。2月
16日，凯莱英发布公告称，公司拟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1870万股，发行价格
123.56元/股。高瓴资本将以不超过人
民币23.11亿元现金方式全额认购。

2月24日，中核钛白发布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预案，发行对象为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泽龙共1名
特定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股
份；发行价格为3.47元/股；本次认购
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不得转让。

同日，古越龙山发布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拟募集资金不超过11.42亿
元，用于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
限公司黄酒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建
设。发行价格为7.06元/股，发行对象
为深圳市前海富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及浙江盈家科技有限公司，前海富荣
拟认购7.91亿元，盈家科技拟认购3.51
亿元。前海富荣及盈家科技的实际控

制人均为郭景文，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了自家人“包场”认购定增股，各

路机构也纷纷杀入。例如：2月24日，药
石科技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发行
对象为兴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价
格为61.04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5亿元，将用于
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和偿还银行贷款。

如是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宋
赟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大股东或机构定增“包场”主要有
两个原因：第一，根据股权市场的风
险偏好程度，上市公司比非公众公司
资质明显更高；第二，再融资新规为

定增参与者提供了优厚的安全垫，降
低了定增发行价格的下限（9折改为8
折），缩短了锁定期。

宋赟认为，随着本次再融资新规
落地，定增市场将进入折价高、锁定
期短、减持限制少的窗口期，2020年
定增市场将回暖。

“计算机、传媒、电子、通信、医药
生物、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化工既是
创业板企业新获增发资格最多的行
业，也是最近两年相比2014至2016年
上一轮高峰时期再融资事件减少最
多的行业，此次新规对这些行业有直
接利好。”宋赟如是说。

多家公司定增被大股东或单一机构“包场”
再融资新规利好创业板八大行业

楼市政策落地调查

本报记者 杜雨萌

“爸爸，你为什么不进门呀？”
“爸爸要去拯救世界了，你要在

家乖乖地等我回来哦！”
对于中建五局安装公司的营销

经理江钦城来说，由于工作需要，他
要经常往返重点疫区且接触很多人，
而为了保证妻子和女儿的健康安全，
即便多有不舍，他也不敢回家。

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东
省东莞、中山、虎门等城市先后开启
临时防疫医院的建设，而江钦城正是
中建五局安装公司驰援临时防疫医

院建设工作中的一员。
一名来自中建五局安装公司的

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江钦
城的情况比较特殊，他本身的岗位是
该公司营销经理，但因为越秀财富天
地项目是安装公司进入广州荔湾的
第一个项目，也是公司转型城市旧改
的重点项目，再加上这还是广州市荔
湾区政府的重点项目，就委派江钦城
兼任了该项目综合办主任。

对于身兼数职的江钦城来说，在这
个特殊时期，他是第一个主动留守越秀
财富天地项目的人，并且自正月初六接
到援建防疫临时医院任务的时候，他除

了要负责往常的市场客户维护与拓展，
项目跟踪与落地，以及协调联系当地政
府沟通解决项目难题外，他还主动承担
起后勤采购、运输等重担。

比如，为了保障东莞市第九人民
医院临时防疫医院，东莞虎门临时防
疫医院，中山第二医院临时防疫医院
的正常施工，江钦城常常要驱车几十
公里去广州采购安全帽、反光衣、口
罩、消毒液、手套、即热盒饭等施工所
需用品。这些大大小小的物资供应
商不同，提货地点自然也不同。

“收到援建任务通知后，最困难的
就是医疗物资和安全帽、反光衣等物资

供应。”江钦城边回忆边对《证券日报》
记者感慨，特殊时期的物资采购真心不
容易，每天都要打上百个询价电话。

江钦城称，当时，前后联系了约
有二三十家供应商，但因为延迟复
工，很多供应商都未营业，即便是好
不容易联系到有供应商愿意提供物
资，却又因为物流紧张等问题无法配
送。“也是没办法了，最后只能喊了一
个朋友，我们俩一路开车逐家去仓库
提货，然后再一一给东莞、中山、虎门
等临时医院施工现场送物资”。

从这几个施工现场的位置来看，
每两个施工现场最近的也要30多公

里，最远的有90多公里。江钦城说，
在最开始调配物资那几天，基本每天
的行驶里程都要六七百公里，总计大
概是6天跑了4000公里。

除了要负责调配物资供应外，江
钦城还要及时追踪施工节点，并且在
间隙之余，同步负责协调各地临时防
疫医院管理人员的住宿和配餐，以及
接送车辆等问题。面对这样高负荷
的工作，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没
关系，我不累。”

在江钦城看来，成年人，本身就
应该具备一个勇于面对困难、迎难攻
坚的成熟心态。

“要去拯救世界”的江钦城：6天4000公里变身抗“疫”后援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