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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8月份，正经历缩表“阵痛”的房地产行业，
市场信心仍在恢复中。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22年
前7个月，百强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近五成、“千亿
元房企”数量减半、拿地金额同比下降超五成……

数据看似不乐观，但亦无需过于悲观。虽
然百强房企销售额、投资规模同比有所下降，
但环比降幅均已收窄，向好趋势正在显现。更
重要的是，我国2021年城镇化率为64.7%，与发
达国家普遍80%以上的城镇化率相比，尚大有
可为，而其中关键在于找到满足需求的钥匙。

自2月份住建部定调2022年房地产行业“努力
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发挥积极作用”后，楼市相关
政策频出。在笔者看来，因城施策下，楼市新政的
核心“破局点”仍应进一步聚焦于激发潜在需求，
多管齐下激活房地产市场的合理流动性。

一是支持合理购房需求，多措并举助楼市
回稳。“房住不炒”原则下，合理的改善型住房需
求应得到支持。当下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多措并
举出台调整性政策，促进楼市成交量回稳。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诸多城市合计发布
580条楼市新政，着力点均围绕支持刚性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主线。毕竟，有活水进来，需求
就会逐渐回来，市场信心亦会被重建。

二是调整重点城市二手房指导价政策，释
放一二手联动换房需求。目前，据克而瑞研究
中心统计，全国15个发布二手房指导价的城市
中，有13个已取消或放松二手房指导价政策。
受此影响，7月份，广州、苏州、杭州和成都等城
市二手房成交量同比明显上涨，成都二手房成
交量更是创近10年新高。

不难看出，在高能级重点城市，二手房市
场表现可谓楼市“晴雨表”，不可忽视其对新房
市场的传导作用。降低重点城市二手房交易
门槛，意味着释放二手房流动性，从而带动更
多城市一二手房联动交易，修复市场预期。

三是支持房企合理融资，强化资金流动良
性循环能力。“房地产行业的良性循环，在开
发、经营、服务活动中，需各类要素互相促进和
共同发展，形成一个可持续或高质量的循环。”
旭辉控股董事局主席林中曾如是说。

对此，笔者颇为认同，其亦包括房企自身发
展和资金的良性循环。当然，当下对出险房企
而言，纾困或应优先化解项目风险，保交付为第
一要务。但亦应因企施策，支持高信用房企合
理融资，重塑行业信用。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房
地产行业发展本身有周期性。重要的是，让不
动产合理地“动起来”，从需求侧引活水入渠，在
企业端助其汰劣留良，行业方可健康前行。

进一步激活房地产市场
让不动产合理“动起来”

本报记者 邢 萌

今年以来，A股上市公司回购热情高
涨。8月3日，凯莱英发布公告，拟斥资4亿元
至8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将主要用于
后续实施股权激励等。

据Wind资讯数据统计，截至8月4日，年
内已有878家A股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同比增
长23%；回购总额达678亿元（备注：文中回购
额均指已实施完成部分），相较于去年同期有
所减少。

《证券日报》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与往
年相比，今年回购市场呈现出一个新特点：战
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异军突起，数量同比增幅
超7倍。这背后反映出科创板、北交所公司扩
容速度加快，同时也体现出相关公司对于稳
定的管理团队和核心人才的重视。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回购意愿强

去年同期（2021年1月1日至8月4日），格
力电器与美的集团两家公司期间回购金额分
别为169亿元、123亿元，合计292亿元，占当期
总额的33%。与之相比，今年回购多集中在

“十亿元级”规模。Wind资讯数据显示，今年
回购金额超10亿元的公司共9家，合计回购金
额达145亿元，数量及金额同比增幅分别为
50%与20%。

“今年实施股份回购企业数量大增的原
因在于二级市场股价调整。受内外部环境因
素共同影响，A股市场整体表现较为疲软。
在对公司基本面及未来发展有信心且有足够

现金的情况下，更多企业愿意通过回购股份
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用于股权激励，且实现
稳定股价的作用。”沙利文大中华区合伙人兼
董事总经理陆景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今年股票回购市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则
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快速崛起。据Wind
资讯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实施股份回购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共有93家，相较于去年同
期的11家，同比增幅达745%。分产业来看，
新一代信息技术（39家）、生物（17家）、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15家）产业公司数量居前；结合
板块来看，前述93家公司主要集中于科创板
（63家）与北交所（18家），二者合计占比87%。

与之相应的是，实施股份回购的科创板与
北交所公司数量增长迅速。相关数据显示，上
述878家公司中，63家为科创板公司，同比增长
688%；自去年11月份北交所开市后，年内也有
18家北交所公司拿出真金白银回购股份。

陆景分析称，根据今年上交所发布的监管
新规，允许上市公司用超募资金回购股份，拓
宽了企业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受到了更多科
创板公司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的偏好。

“科创板、北交所更多代表了战略性新兴
产业。目前科创公司处在高速发展阶段，拥
有稳定的管理团队和优秀人才事关企业长期
稳定发展，因此大多数公司会选择通过回购
股份进行股权激励等方式留住人才。”北京阳
光天泓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王维嘉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对记者表
示，回购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效

激励约束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
动公司核心团队的工作积极性，增强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的整体价值。

主板企业仍为回购主力军

与此同时，今年回购市场也延续了往年
的两大主要特征：主板公司依然担当主力军，
回购公司仍高度集中于医药生物、电子、计算
机三大行业。

Wind资讯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分板块来
看，586家主板公司回购金额552亿元，数量及
规模占比分别为67%与81%，占据绝对主力位
置；从行业来看，实施股份回购的公司主要集
中于医药生物（108家）、电子（98家）、计算机（89
家）三大行业，合计295家，占总数量的34%。

陆景分析称，上市公司在考虑是否启动股
份回购的时候通常会考虑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一是公司股价在二级市场的表现，二是公司是
否有充足的现金流。相对较低的股价表现更
加驱动优秀的主板企业启动回购，从而向投资
者传递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的信号。

陆景进一步表示，从现金流的角度来看，
主板企业通常在规模和体量上更大，优秀企业
并不会被低迷的股价影响正常发展，且拥有更
充足的现金流，为公司的股份回购提供基础条
件。因此，主板企业仍然是回购的主力军。

王维嘉表示，近一年的时间里，医药生物、
电子、计算机三大行业板块出现较大幅度的下
跌，多数公司股价处在低位。同时，这些行业
的不少细分领域具有高技术壁垒属性，通常会
运用股权激励等方式来维持核心团队的稳定。

年内878家A股公司斥资678亿元回购股份
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回购意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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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证券日报》记者 8月 4日从工信
部获悉，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
行态势持续向好，软件业务收入连续保持两位
数增长，利润总额增势明显，软件业务出口增
长加快。

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266亿元，同
比增长 10.9%，增速较 1月份至 5月份提高 0.3
个百分点。利润总额进一步恢复增长。上半
年，软件业利润总额 4891 亿元，同比增长
7.3%，增速较 1 月份至 5 月份提高 5.4 个百分

点。软件业务出口 2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增速较 1 月份至 5 月份提高 1.3 个百分
点。其中，软件外包服务出口同比增长9.3%。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信
息 技 术 服 务 收 入 3029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0%。其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
入4790亿元，同比增长9.3%，占信息技术服务
收入的比重为 15.8%；集成电路设计收入 1279
亿元，同比增长15.2%；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
收入4499亿元，同比增长16.9%。 （郭冀川）

工信部：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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