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332023年2月23日 星期四
热点聚焦 FOCUS

本版主编 沈 明 责 编 吴 澍 制 作 李 波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彭 妍

随着信贷环境进一步优化，国内
多个城市2月份房贷利率继续下降。
贝壳研究院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在首
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
下，2月份百城首套主流房贷利率再
创2019年以来新低。23城首套房贷
利率下降，首套利率低于房贷利率下
限（4.1%）的城市增加至34城。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期房贷利率持续走低，是政策引导
和市场供需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
果。监管层设立首套住房贷款利率
政策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释放了鼓
励符合条件的城市适度下调首套房
贷利率的政策信号。1月份房价环比

跌幅略有收窄，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
升温。但年初以来30个大中城市新
房销售数据继续处于低位，提前还贷
现象开始在各地出现，房贷市场正在
向贷款方倾斜，这也是一些银行主动
下调房贷利率的原因。

近日，多地首套房贷款利率明显
下降。贝壳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2
月 份 百 城 首 套 主 流 利 率 平 均 为
4.04%，环比下降6BP，在经历4个月基
本平稳后再次明显下行，绝对水平再
创2019年以来新低。二套房贷利率
平均为4.91%，环比持平。此外，2月
份首套、二套房贷利率同比分别回落
143BP和84BP。

具体来看，二线城市首套房贷利
率环比降幅最大。2月份一线城市房
贷利率最高，首套平均为4.6%，二套

平均为5.13%，均与上月持平。二线
城市首套房贷利率平均为3.99%，较
上月降低8BP；三四线城市首套房贷
利率平均为4.04%，环比回落4BP。二
线和三四线城市二套利率分别为
4.91%和4.9%，均与上月持平。

近日，最新一期LPR报价出炉，作
为房贷利率定价的“锚”——5年期以
上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月份保持
不变，仍为4.3%。

在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
调整机制下，各地银行的房贷利率在
具体执行中有何变化？

贝壳研究院监测显示，2月份符合
首套房贷利率动态调整条件的38个城
市中，石家庄、哈尔滨、长春、福州等17
个城市首套房贷利率回调至4%以内。
贝壳研究院监测的103个重点城市中共

23个城市下调了首套房贷款利率。
“展望未来，为引导房地产市场尽

快实现软着陆，除强化供给端支持外，
继续下调居民房贷利率，推动楼市企
稳回暖也是关键所在。”王青表示，当
前居民房贷利率相对偏高，具备一定
下调空间。上半年5年期以上LPR报
价仍有可能下调0.1个百分点至0.15个
百分点。这将带动新发放居民房贷利
率更大幅度下调，进而助力楼市在年
中前后出现趋势性回暖势头。

记者了解到，年初商业银行信贷
充裕，放贷也在加快。贝壳研究院监
测数据显示，2月份百城银行平均放
款周期为28天，较上月缩短3天。

贝壳研究院分析师表示，低利率、
放款快的信贷环境有助降低购房成
本、加快购房流程，有利于楼市修复。

多地首套房贷利率再创新低 放款周期缩短

本报记者 张晓玉 许林艳

开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二手房市场明显活跃起来，楼市“小
阳春”是否来了？对此，2月21日至22
日，记者走访多个一线城市房屋中
介，调研二手房市场交易情况。

带看量网签量双升

“带看量高”是这次走访过程中
出现的高频词。

“二手房市场确实回暖了。最近
带看量很高，基本上每天都有三四单
在谈。”北京麦田房产工作人员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链家工作人员也
有同样感触，“最近北京二手房市场
交易量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相对
而言，客户量增加不少，市场成交量
也较去年同期有所上涨。”

广州楼市近期表现也很抢眼。“本
周二手房网签量预计在3000套左右，
交易非常活跃。”一位广州的房地产中
介人士对记者说，“开年以来，广州房
地产市场表现较前两年有所提升，二
手房和新房销售情况都有所改善。”

上述人士表示，目前抢手的房源
多为价格较低、户型较好的，大部分
购房者是刚需置业。

上海房地产从业人员向《证券日
报》记者介绍，上海买房高峰大概在4
月份、5月份，因为4月份划学区是一个
重要节点。近期二手房整体成交量虽
然较去年12月份增长了40%左右，但
行情能维持多久很难说。一些位置不
好、品质不高的二手房甚至价格还下
跌了，出现长时间挂盘不成交的现
象。此外，二手房价格普遍较高，与新
房的价格倒挂现象比较严重。

中国房产信息集团数据显示，
2023年第六周，深圳二手房成交4万
平 方 米 ，较 春 节 前 一 周 成 交 量 翻
番。佛山二手住房成交面积10.6万
平方米，较去年11月份至12月份周
均上升4%。

楼市整体复苏迹象明显，不过观

望情绪还是比较浓重。在记者走访
深圳二手房中介时，有工作人员向记
者表示，目前的成交量还远未达到

“小阳春”的水平。总体来看，深圳房
地产市场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需要进一步观察和分析。

虽然目前二手房市场成交量有
所放大，但与高峰相比还有一定差
距。“目前，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的
限购、限贷政策还没有出现明显松动
迹象。在商办类房屋方面，限制依旧
非常严格，包括购房指标要求、三到
五年内不许出售等，都是影响二手房
交易量的重要因素。”北京住宅房地
产业商会会长黎乃超对《证券日报》
记者说。

“分化”成关键词

“带看量”的激增是否带来了二
手房价格的变化？

“二手房市场讲究的是‘一房一
价’，同一个小区的不同房型价格都
不一样。抢手的房源依旧抢手，好地
段、好学区的房源需求量依旧旺盛。
但条件一般的房源可能就要多等一
等，总体来说卖家还是比买家多，房
主现在其实没有太强的议价能力。”
姜子林（化名）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在走访过程中，北京链家工作人
员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现在一
些热门小区二手房供不应求，成为市
场上的抢手货，预计未来市场可能会
有一定程度波动，但整体走势不会有
太大变化。”

事实上，目前房价上涨态势并不
明显，仅有部分热门小区出现房价上
涨。

“二手房市场存在分化。楼盘的
位置和质量等不同，房价也存在一定
差异。一些地理位置好、质量高的楼
盘房价在持续上涨，而一些普通的楼

盘则可能刚刚止跌。”深圳房地产从
业人士说道。

同样的情况在重庆也有体现。
“不同地区的房价仍存在着较大差
异。核心区域的房价较高，一些口碑
好的小区房价约两三万元。核心区
域虽然新房数量不算多，但产品竞争
力很强。”重庆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总体而言，
总价在500万元以下的房产比较容易
交易。目前新房仅仅是少了一些折
扣，尚未涨价。

黎乃超表示，今年年初央行发声
全方位支持房地产健康发展，多项金
融政策随即发布。各地政府也陆续
出台放宽购房限制的政策。春节以
后，北京和深圳的二手房市场表现活
跃，虽然房价尚没有明显上涨，但是
成交量已有所放大。

从调研结果来看，楼市仍在逐步
复苏阶段。

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调研：

网签量回升 成交价保持“冷静”

本报记者 王丽新 冯思婕

2月21日，杭州2023年首批集中
供地正式出让，成交13宗涉宅用地，
其中8宗触顶摇号，2宗溢价成交，3宗
底价成交，出让金额达182.23亿元，平
均溢价率约9.3%。值得一提的是，萧
山城区市北地块还未开拍报价已封
顶，参与摇号企业多达60家，创下杭
州单一地块参拍房企数量新高。

事实上，开年以来，多个重点城
市土地市场有所回温。中指研究院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月22日，84个城
市完成住宅用地出让，共计成交272
宗，总出让金额为268.7亿元，平均溢
价率5.28%。

某行业分析师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多地土地市场升温，与重点城市
楼市销售回温有关。同时，虽然重点城
市的热点地块大受青睐，一些郊区地块
依然出现流拍现象，分化现象在加剧。

杭州供地节奏明显加快

杭州这场土拍有些特别之处，一
是平均溢价率高达10%左右；二是民
营房企拿走超半数地块。在业内看

来，这意味着民营房企的拿地能力正
在恢复，市场信心也在复苏。

据悉，此次杭州成交的13宗涉宅
用地中的7宗被民营房企收入囊中。
浙江本土企业滨江集团共报名了11
宗地块，最终以单独或合作的形式拿
下3宗宅地；民营房企中的“黑马”浙
江伟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9.46
亿元、溢价率11.45%、楼面价26347元/
平方米的代价竞得1宗地块；老牌浙
江房企浙江中豪、中腾置业、富阳山
水置业各斩获1宗宅地。

同时，竞争最为激烈的萧山城区
市北地块摇号房企数量达到60家，最
终被地方国企南昌市政以封顶价
16.18亿元拿下。

“随着市场环境进一步优化，民
营房企拿地积极性逐步提升。”诸葛
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陈霄
表示，民营房企积极补货的背后是市
场预期向好以及资金链逐步改善。
此外，一季度向来是房企投资的窗口
期，若在手资金较为充足，一般会积
极补货以做好项目储备。

此外，杭州土地市场热度高涨还
体现在触顶成交比例上。2022年第
五批次杭州土拍，触顶成交比例较此

前的40%左右大幅提升至60%。而
2023年首轮土拍的触顶成交比例进
一步上升至62%。

“总体来看，杭州2023年供地节
奏明显加快。此次首批集中供地出
让时间同2022年第五批集中供地间
隔仅14天，且热度依旧维持高位。”中
指研究院华东分院常务副总经理高
院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各类
利好政策支持下，房地产市场逐步回
暖，开发商信心更足。此外，受到今
年亚运会造成的停工期影响，杭州房
企需补仓来确保全年业绩。

开发商补货意愿回升

杭州这场土拍，实际上是全国多
地土地市场回温的缩影。

“开年至今，已有20个城市平均成
交溢价率超过5%，其中11个城市平均
成交溢价率超过10%。从溢价率上
看，部分城市土拍市场有所回温，包括
秦皇岛、安阳、湖州等三、四线城市。”
中指研究院高级分析师张晓飞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此外，北京、宁波、
杭州、苏州等城市年初土拍表现同样
亮眼，北京出让6宗地块中有3宗触顶

进入竞现房销售面积阶段。苏州工业
园地块获30多家企业摇号竞争，宁波
成交的3宗地块中有2宗触顶。

“去年以来，房地产利好政策频繁
落地，减轻了房企资金压力，市场预期
逐步改善，销售端表现良好。”陈霄表
示，这一“温度”传递到了土地端，对稳
定土地市场预期有着重要作用。

陈霄预计，接下来土地市场将延续
稳步回温趋势，表现会好于去年。“开发
商补货积极性高，加上优质地块的加
持，房企拿地积极性较高。其中，以北
京、上海为首的一线城市，以及杭州、南
京、苏州等长三角城市热度更高。”

“受市场不确定性影响，过去一
年多公司在投资拿地上一直持谨慎
态度，但近期有所改观。一是部分城
市的优质地块性价比高、吸引力较
强。二是市场预期在改变，若融资较
为顺利，会考虑在低点补货。”某房企
投资条线人士向记者透露。

不过，在张晓飞看来，能级低的城
市土地市场仍有待进一步回暖。一是
人口外溢导致房地产市场需求降低；
二是购房人群信心需逐步恢复；三是
有大量库存的城市需要时间消化。整
体来看，今年土地市场会继续分化。

开年以来多地土地市场升温
84城成交272宗平均溢价率达5.28%

本报记者 任世碧

近期，卫星导航领域利好消息不
断。据央视新闻日前报道，中国境内
申请入网的智能手机中，支持北斗定
位的手机出货量占比达到98%以上，
地图软件调用的北斗卫星日定位量
已超过 3000亿次。2月 6日，工信部
发布的《关于电信设备进网许可制度
若干改革举措的通告》提出，将卫星
互联网设备、功能虚拟化设备正式纳
入进网许可管理。

2月22日，卫星导航板块表现亮
眼 ，截 至 收 盘 ，相 关 指 数 整 体 涨
2.52%，跑赢上证指数（跌 0.46%），日
线实现三连阳。其中，多伦科技、中
国卫星、铖昌科技、普天科技涨停，震
有科技、臻镭科技、创意信息、上海沪
工 也 分 别 大 涨 16.69% 、12.17% 、
8.73%、8.02%。

卫星导航概念股也获市场主力
资金的追捧。2月22日，卫星导航板
块整体呈现资金净流入态势，合计吸
金 9.75亿元。其中，有 21只概念股
主力资金净买入均超千万元，中国卫
星、创意信息等概念股主力资金净买
入额均超1亿元。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的排排网公募产品运营经理徐圣雄
表示，地图软件调用的北斗卫星日定
位量超 3000亿次，表明北斗系统在
交通出行领域的应用已经取得了重
大突破，为未来北斗卫星导航在各领
域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在智慧
城市不断发展的当下，北斗卫星导航
应用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未来随着
北斗技术的日趋成熟，北斗卫星导航
在各领域的应用会不断深化，从而带
动相关需求大幅增长。

相关上市公司业绩也迎来改
善。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22
日，已有 57家卫星导航板块上市公
司披露了 2022年全年业绩预告，19
家公司业绩预喜。其中，多伦科
技、ST 林重、海能达、三维通信、大
唐电信、ST新研、盛路通信、铂力特
等 8家公司 2022年全年业绩均有望
扭亏。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卫星导航

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已达 4700
亿元左右，中国北斗带来的高精度
位置服务，今年正在进一步深度融
入各行各业，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等地都在发展北斗产业。目前，
北斗终端数量在交通运输营运车辆
领域超过 800万台，农林牧渔业达到
130余万台。首创证券表示，2017年
至 2021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
务 的 市 场 规 模 年 复 合 增 速 为
16.78%。当前，对高精度卫星导航
与定位服务的需求逐步提升，2026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的市场
规模有望超万亿元，2022 年至 2026
年年均复合增速或达16.69%。

在卫星导航领域的发展前景方
面，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
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
究员盘和林对记者表示，卫星导航在
现实场景中的应用会越来越多，主要
需求来自交通领域。自动驾驶等技
术需要更高精度的导航定位，有望带
动北斗系统应用需求上升。

金鼎资产董事长龙灏告诉记者，
随着技术不断发展演进、支持政策落
地，以通信、导航、遥感等为代表的北
斗系统应用场景更为丰富，相关细分
领域龙头企业发展前景相当乐观。
随着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空天
地一体化网络正在加速落地，相关需
求将逐步提升，卫星导航领域有望迎
来快速发展，相关上市公司盈利或将
持续改善。

中航证券建议关注以下四条主
线投资机会：其一，卫星制造主线，
关注商业模式由项目制转为批产化
下，企业收入与利润规模的提升及
高价值分系统两个方向；其次，卫星
通信主线，关注低轨卫星互联网建
设时间节奏以及高低轨卫星互联网
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投资两个方向；
其三，卫星导航主线，关注产业链上
游、中游的传统龙头企业和拓展新
兴领域(如自动驾驶)的企业，以及下
游布局高精度导航市场和“卫星导
遥+”的企业；其四，卫星遥感主线，
关注企业营销能力和盈利能力、以
及企业面向的遥感应用领域分散度
和回款能力。

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超3000亿次
卫星导航行业有望迎来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刘 萌

原产地证书签发情况是对外贸
易的晴雨表。记者从 2月 22日举行
的中国贸促会 2月份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与自贸协定密切相关的
优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与签证数
量仍呈现正增长态势，且签证金额增
速高于签证数量增速；RCEP证书金
额和数量同比快速增长，政策红利正
在逐步释放。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表
示，2023年 1月份，全国贸促系统优
惠原产地证书签证金额为 57.23 亿
美元，同比增长 6.68%；签证份数为
12.4万份，同比增长 1.03%。与自贸
协定密切相关的优惠原产地证书签
证金额与签证数量仍呈现正增长态
势，且签证金额增速高于签证数量
增速，说明自贸协定对推动外贸稳
规模、优结构的作用进一步显现。
全国贸促系统 RCEP 原产地证书签
证 金 额 为 6.21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62.09%；签证份数为 16297 份，同比
增长 137.39%；出口目的国包括日
本、韩国、泰国等 11 个 RCEP 成员
国，预计为我国产品出口至RCEP成
员国减免关税900万美元。

杨帆介绍，ATA单证册是一本国
际通用的海关通关文件，是世界海关
组织为暂时进出境货物而专门创设
的，也被称为“货物通关护照”。

“2023年 1月份，全国贸促系统
共签发出境ATA单证册496份，同比
增长 181.82%；相关ATA单证册涵盖
货值约 0.9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4.91%；办证企业 319家，同比增长
232.29%。核销出境单证册 336 份，
涉及货值逾 0.95亿元人民币。”杨帆
说，这表明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
后，更多的外贸企业出国境参展办
展，抓订单、拓市场。

谈及下一步将推出哪些举措推
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时，杨帆表示，
中国贸促会将多措并举强化贸易促
进职能，提升产业服务水平，更大力
度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杨帆介绍了四方面举措，包括
组织实施出国（境）展览，目前已受

理今年首批出展项目申请 519项，涉
及全国 50 家组展单位赴 47 个国家
参展办展项目；搭建更多企业国际
交流合作平台；创新模式提升商事
认证服务质量；提供更多更有针对
性的外贸公共服务产品，及时收集
反映外贸企业问题诉求并推动解
决，持续开展RCEP等自贸协定宣传
推广和培训，指导企业用足用好各
类自贸协定政策等。

对于外资企业在华布局有哪些
新的考虑，杨帆表示，近日，中国贸促
会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专班对 390多
家外资企业和外国商协会进行调
研。98.2%的受访外资企业和外国商
协会对今年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抱有
信心。受访外资企业认为，在华布局
优先考虑的投资方向依次是：新型工
业化、绿色低碳产业、健康中国建设、
数字中国建设、乡村振兴、重大文化
产业项目、金融服务等。

杨帆表示，中国贸促会将更大力
度做好全国贸促系统服务外资企业
工作专班相关工作，因时因势调整专
班工作重点、延伸专班功能，为促进
外资稳存量、扩增量作出积极贡献。
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外商投资促进服务。
加快外资企业诉求直报平台推广应
用，让更多外资企业找得到、愿意填、
方便查，加强数据积累、统计、分析和
运用，着力推动解决外资企业诉求。
加强与跨国公司、外国商协会常态化
联系，强化重点外资企业和项目跟踪
服务，推动外资项目落地建设。

二是持续推动优化营商环境。
加强深度专题调研，组织更多外资
企业座谈会、政策宣讲会，加强政策
解读和精准滴灌。开展全国和省区
市营商环境调研并发布报告，举办
重点地区和行业优化营商环境政企
对话会。

三是协助地方和行业招商引
资。完善“投资中国”等平台建设，组
织系列企业“地方行”活动，支持地方
利用重大展会论坛招商引资，引导外
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
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数字经济、
研发等领域。

中国贸促会：

更大力度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