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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攒动的售楼处、盖满“售罄”印戳的销
控表、单盘劲销 2000 套的海报、取消 3 个点折
扣的预告……这是“阳春三月”地产从业者的
朋友圈的热闹。

近日，北京、南京、苏州、昆明等地多个楼
盘“喊话”或已经变相涨价，取消折扣、不再送
车位、全线上调销售均价等声音不绝于耳。
尽管相对2月份CPI的涨幅来说，部分开发商
下发到楼盘的涨价函算不得激进，但在时下
的市场环境中，上市房企盲目涨价心态并不
可取。

当然，楼市确实在复苏。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分别有55
个和40个，比上月分别增加19个和27个。另
据 中 信 建 投 研 报 显 示 ，TOP20、TOP50、

TOP100房企的2月份销售额同比增速分别为
134%、113%、98%。

多地楼盘提价的背后逻辑亦是基于楼市
复苏，但这并不意味着房地产市场进入“全面
上行”通道。部分核心一、二线城市房产交易
活跃度提升，主要是房贷利率下调、降低首付
比例等政策持续得到优化，彼时释放的利好信
号正逐渐传导至市场端，转化为此时的实际成
交量。还有一个现象值得长期关注，多数三、
四线城市购房者观望情绪依旧浓厚，当地市场
仍未走出“横盘”阶段。

基于此，笔者认为，当下楼市总体趋稳，但
结构性特征明显。“一房难求”与“鲜有问津”的
楼盘同现，局部复苏不意味着全面回暖。更重
要的是，“房住不炒”理念已深入人心，2022年
商品住宅销售额同比下挫超26%，房价单边看
涨时代早已结束，行业增速明显放缓，购房者
日趋理性。

在如此淡市中出现“旺销”现象，房企一味
盲目跟风涨价并非解困良药，亦不是发展的长
久之计。相反，急迫涨价可能会错失最优去化
窗口期，让企业现金回流能力再度受挫，陷入
被动。此时，房企更应冷静应对，甚至需警惕
踏错销售节点而可能引发的反噬之痛。

首先，市场仍存不确定性。一方面，累积
需求的扎堆释放，能否持久有待观察。另一
方面，在长期的观望情绪和房地产市场调整
背景下，购房者的信心还未完全恢复。当下
真正的交易主力来自于性价比高的项目，价
格仍旧是触动购房者敏感神经的关键要素，
涨价有可能吓退部分购房者。再者，投资端
土地市场仍未全面回温，今年前两个月，全国
房企拿地排行十强名单上，华润置地、越秀地
产、建发房产等国企央企占据七席，民企拿地
意愿依旧低迷。

其次，缩表出清仍在继续。对房企而言，

偿债高峰还未翻过去，不尽快恢复经营造血能
力仍存违约风险，加快推货、提升去化率，走量
抢收仍是头等大事。笔者建议，房企要稳住心
态，因地制宜、因企施策地灵活调整销售和定
价策略，丰盈现金流还债保住信用体系，做好

“保交楼”工作稳住客户满意度……要护住在
房地产下半场谋发展的“火种”。

整体而言，房企要深刻认识到“稳地价、稳
房价、稳预期”仍然是主基调，应以回笼资金为
第一要务。抢收回流的现金，无论是用于建立
自身稳健发展的财务“防火墙”，还是抓住时机
实现资产换仓去投更好的项目，实现良性循环
和弯道超车，皆应着力于探索新商业模式，促
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

“一房难求”与“鲜有问津”同现 地产销售仍需加快推货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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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网3月19日消息 海关总署等部门
推出一系列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新举措，多措并
举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

江苏苏州的一家服装企业已经开始忙下
半年的秋装订单了。凭借原产地各项RCEP关
税减免政策，企业进出口成本大幅降低，今年
前 2个月，企业出口销售额 137.7万元，同比增

长15.6%，实现“开门红”。
政策红利降低了出口成本，手续简化则缩

短了通关时间。近几日，深圳的一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又签下近1000万元订单，生产计
划也已经排到了年底。而成为海关高级认证
企业、享受绿色通道等7大类30项便利化措施
则是企业拿下订单的关键。

在北京，依托海关大数据平台，33万条商
品信息网上可查，为企业提供了申报辅助参
考。另外，企业向属地海关备案总担保后，可
在全国各海关通关应用于担保业务，减轻资金
负担。

今年以来，海关总署等部门全面落实各项
通关便利化措施。目前，中国海关已与50多个

国家和地区签署了高资信企业互认合作协
定。口岸核验的监管证件由 86 种精简到 41
种，国际贸易实现单一窗口联网申报覆盖全国
口岸，货物“船边直提”“抵港直装”，整体通关
时间压缩超过 67%。进出口企业走向国际市
场通关更快、成本更低，50多万家外贸企业因
此受益。

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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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7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新
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指出“要把发展
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打好关键核
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资本市场对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
有天然适配性。受访人士认为，当前多层
次资本市场建设成效显著，能够进一步增
强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适配性，引导各类
要素资源向实体经济特别是科技创新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加快形成现代化
产业体系。

当前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架构愈加清
晰。主板突出“大盘蓝筹”特色，重点支持成
熟期大型企业；科创板突出“硬科技”特色，吸
引了一批对“卡脖子”技术攻关领域的企业；
创业板聚焦“三创四新”，支持成长型创新创
业企业；北交所坚守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
定位。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资本市场的科创
板、创业板、北交所各个板块之间既有联系又
有分工，体现了协调发展的理念。多层次资
本市场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能动

作用，把各类资本要素高效地配置到具有国
家重大战略转型意义的方向，促进优质新兴
产业公司上市融资，实现良性竞争，更好地服
务实体经济，推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资本市场为企业提供更为长期的资本
支持，能够更加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东方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企业从研发投入到技术迭代再到产品实
现盈利，需要经历VC、PE、公众市场的支持，
其中资本市场发挥了层层助推的功能。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重要方向之一，其特点在于新兴科技和新
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方向，
又代表着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向。

而资本市场已经成为科创企业融资的主
阵地，在推动产业升级，助力培育新兴产业方
面重要作用凸显。Wind数据显示，截至 3月
19日，科创板已有509家上市公司，均属于战
略性新兴产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公司 202家，生物产业公司 106家，高端装备
制造公司 83家，已形成产业集聚；截至 3月
19日，创业板已有 1242家上市公司，其中，
65%的公司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截至 3月
19 日，北交所已有 182 家上市公司，其中，
97%的公司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对此，桂浩明表示，未来产业变革的风口
仍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资本市场主要发挥
的作用在于：一是支持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
二是推动成熟型企业扩大规模、产业整合；三
是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帮助其走向
成熟。

在邵宇看来，科技创新类企业投入大、周
期长、风险高，难以通过传统的融资渠道获得
金融服务支持。而资本市场天然具有“风险
共担、收益共享”的突出特点，在促进创新资
本形成、支持科技创新方面具有天然优势。

“当前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较大
的堵点在于投资者对于投资好公司的意愿和
企业成熟度的匹配性仍有待提高。特别是投
资人的投资意愿还不够充分，同时企业的发
展无法满足投资者预期，如何将两者更好地
协调起来是一大难点。”桂浩明表示，接下来
要提高风险投资意识、增强扩大投资主体、提
高上市公司质量，在多举措的配合下使得风
险投资和风险收益相匹配，为企业引入资金，
找到好的投资对象。

邵宇认为，在科技、产业、资本实现良性
循环的同时，要进一步建立风险体系，使得企
业能够利用长期资金，做大做强，为投资者提
供适当的回报。

高效赋能实体经济
资本市场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