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筑市场监管司负责人5日表示，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正在征集遴选部分城市开展智能建造
试点，为全面推进建筑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
量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关于征集遴
选智能建造试点城市的通知》。该负责人说，
本次试点坚持“统筹谋划、因地制宜”的工作原
则，安排了完善政策体系、培育智能建造产业、
建设试点示范工程和创新管理机制四项必选

任务。
“在完善政策体系方面，重点是出台推动

智能建造发展的政策文件或发展规划，在土
地、规划、财政、金融、科技等方面发布实施行
之有效的鼓励政策，形成可复制经验清单。”该
负责人说。

在培育智能建造产业方面，重点是建设智
能建造产业基地，完善产业链，培育一批具有
智能建造系统解决方案能力的工程总承包企
业以及建筑施工、勘察设计、装备制造、信息技

术等配套企业，发展数字设计、智能生产、智能
施工、智慧运维、建筑机器人、建筑产业互联网
等新产业，打造智能建造产业集群。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建筑业总产值达29.3万亿元，同比增长
11%，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
有力支撑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该负责人说，本次试点还提供了打造部品
部件智能工厂、推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完
善标准体系和培育专业人才四项任务供地方

结合实际自主选择，同时试点城市还可根据试
点目标提出新的任务方向。

该负责人介绍，本次试点将推动试点城市
建立跨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智能建造政策体系、发展路径和监管模式，
为全面推广智能建造提供经验借鉴。试点城
市要将发展智能建造列入本地区重点工作任
务和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
实施路径，确保各项任务和政策措施落地、落
实、落细。

我国将培育智能建造试点城市
培育一批具有智能建造系统解决方案能力的工程总承包企业以及建筑施工、勘察设计、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配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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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晓璐

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发债融资环境不
断改善。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年初以来，
截至7月4日，房企在上交所发行债券融资总
额已达1240亿元，其中公司债发行575亿元、
ABS发行665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整体来看，随着纾困政策
不断出台，“增信心、防风险、稳增长”的合力
已形成，个别城市房市开始回暖，房企流动性
困难已逐渐缓解，融资环境得到有效改善，预
计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将继续逐步回稳，信用
债融资规模有望提升。

支持房企合理融资
房地产行业流动性改善

今年以来，房企融资环境不断改善。以
上交所为例，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年初以
来，截至7月4日，上交所已审核通过16单房
企公司债，核准规模753.1亿元；房企累计融
资总额已达1240亿元。特别是3月份以来，
沪市房地产行业公司债及ABS净融资额均
保持为正，合计净融资额超过百亿元，为房
企提供了稳定畅通的融资渠道。

事实上，资产证券化产品已成为房企发

行人融资重要渠道之一。Wind资讯数据显
示，4月份以来，上交所共有25个房企ABS项
目发行，融资金额达291.3亿元，其中上海金
茂 于 4 月 25 日 发 行 87.08 亿 元 的 碳 中 和
CMBS，创下全国碳中和CMBS项目发行规模
最大的纪录，整体认购倍数达2.5倍。

“资产证券化产品以资产信用替代主体
信用，有利于民营房企发行人有效盘活优质
资产，拓宽融资渠道与方式；对投资者而言，
此类产品也可形成有效隔离、缓释风险的良
好效果。”有长期关注地产行业的研究人士
告诉记者。

交易所债市助力行业信用恢复
民营房企融资“破冰”

民营房企是房地产行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需重建房地产行业信心，畅通民营房
企融资渠道则是其中重要环节。

5月份以来，民营房企重庆龙湖、美的置业、
旭辉控股集团先后在上交所发行5亿元、10亿
元、5亿元公司债，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则已通过民企债券融资支持计划，分别与主承
销商中信证券和国泰君安证券以联合创设信用
保护工具的方式，助力三期债券顺利发行。

“信用保护工具对发行人及投资者均有

积极作用，其创设有助于帮助发行人降低发
债融资成本、提升发行效率，并为投资者引
入创设机构信用背书，降低违约风险冲击、
抵御估值波动风险。”华泰证券相关研究人
员表示。

5月份，上交所牵头组织召开民营房企与
投资者的对接交流活动，龙湖、美的置业、旭辉
控股集团、新城控股、碧桂园5家民营房企发行
人、多家承销机构和债券机构投资者参与交
流。“此次交流活动的主要思路是鼓励相关企
业加强主动信息披露，降低信息不对称，推进
投融互信互利。”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参会机构表示，“投融互信是推动满足房
地产行业发行人合理融资需求的基础，通过
坦诚交流，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客观分析发
行人实际情况，从而做出相应投资决策。”

与此同时，房企发行人的发债信心也在
逐步重建，某房企表示，“正在积极筹备新的
融资计划。”业内人士普遍预测，今年下半年
房地产行业有望继续企稳，长效机制逐渐建
立，行业逐渐趋向健康稳定和良性循环。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资本市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上交所在证监会的指
导下，持续优化房地产融资监管政策，积极
支持相关企业的合理需求，全力维护房地产
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房企融资环境改善
业界预计下半年信用债融资规模有望提升

昌校宇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公募基金
总规模达26.26万亿元，仅次于今年2月末历史
最高规模的26.34万亿元。

重回26万亿元规模体现了基金投资者对
资本市场的信心，彰显出市场韧性，也预示公
募基金管理规模继续壮大的“后劲”。

但需要注意的是，公募基金实现高质量
发展目标，仍需完善相关措施，补上相关治理
短板。

一是短期利益诱惑或致基金投资“跑偏”，
与长期价值投资相匹配的考核机制尚待完善。

就市场情况来看，基金行业更注重事后考
核而非过程管理，部分基金公司过度看重短期
业绩、规模排名、收入利润等指标，甚至有公司
将自身资源向流量基金经理不合理倾斜，忽略
长期收益考核。

二是“盲盒基金”问题频出。
或因市场环境和热点切换，主题基金名不

副实、量化基金“伪”量化等基金投资风格漂移
现象时有发生，这违背投资契约，产生信任危
机的同时，也不利于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三是因投资者教育不到位，导致申赎资金
大进大出。

个人投资者在认知偏差和焦虑情绪下，容
易出现频繁申赎、追涨杀跌等非理性行为，而
申赎波动则会导致基金仓位被动变化，同时大
额申赎也会对基金净值造成冲击。

事实上，监管层已注意到上述问题，并于
今 年 4 月 份 至 5 月 份 密 集 出 台 相 关“ 硬 举
措”。一方面，对既有规定进行完善和细化；
另一方面，制定新规则，多维度夯实公募基
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例如，“引
导投资者关注长期投资业绩、价值投资、理
性投资，避免‘盲目跟风追热点’”“采取有效
监管措施限制‘风格漂移’‘高换手率’等博
取短线交易收益的行为”“扭转过度依赖‘明
星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严禁短期考核与
过度激励”等。

监管层已做出明确指示，后续效果需要看基
金公司自身的行动力，以及市场各方的默契配合
等。“重回26万亿元”，是经过沉淀且更具价值，也
是未来公募基金行业再创新高的坚实根基。

辩证看待公募基金规模
重回26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