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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今日视点

本报记者 杜雨萌

“探索建立房屋养老金制度”是日前住建
部与中国银行在会面交流时，业内所关注的内
容之一，被认为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义。

6月 26日下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
记、部长倪虹会见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葛海蛟一行，就深化政银合作、推动住房和城
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倪虹指出，
要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参与城市建设和更新，推
动打造宜居、智慧、韧性城市。要为人民群众
建造好房子，提高住房品质，探索建立房屋养
老金制度，为房屋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

“从此次住建部与中国银行的交流看，或
表明房屋养老金制度建设及试点有望加速推
行，有利于更好地解决老旧小区改造的资金问
题，提高居民的居住品质和生活环境。”中指研
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说。

事实上，最近几年“建立房屋养老金制
度”在多个场合被屡次提及。如 2022 年 5 月
份，住建部在部署开展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
整治时提出，要研究建立房屋养老金制度，更
好解决既有房屋维修资金来源问题。当年同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全国自建房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中再次强调，要完善房屋质

量安全强制性标准，研究建立房屋定期体检、
房屋养老金和房屋质量保险等制度。此外，
今年 5月份，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赴南京调研探
索开展房屋养老金制度试点相关工作并召开
座谈会。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
宇嘉表示，目前，我国有 500亿平方米住宅，其
中大约 300亿平方米是上世纪建设的，质量问
题、维护的问题开始显现，但同时很多小区物
业维修基金不足，需要资金进一步支持。未
来，房屋的性能能不能维护好，关系到居民居
住的舒适体验，也关系到房地产存量信贷质量
的好坏。房屋维护得好，房价就能得到支撑，

存量房贷的不良率也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因此，此次住建部与中国银行交流推进“房屋
养老金制度”，也是为了更好地防范房地产金
融风险。

在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陈霄看
来，目前业内关于房屋养老金的资金来源等问
题，尚待讨论。比如，有建议主要是从土地出
让收入（地价款）或净收益（出让收入减去出让
成本）中提取一定比例，也有建议可由公共账
户和个人账户组成。而在本次住建部与中国
银行的交流时再次提出探索建立房屋养老金
制度，或也传递出未来可能会由政银合作的方
式，探索房屋养老金制度的推进实施。

住建部：探索建立房屋养老金制度

许 洁

刚刚过去的“618”网上购物节以及端午假
期，让居民休闲购物、出行旅游等消费需求得
到了进一步释放。

这得益于，今年以来我国打出的一系列政
策“组合拳”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推动了消
费市场逐步回暖。不过，居民消费信心和消费
能力还有待提升，消费市场恢复基础仍需进一
步巩固。笔者认为，下半年，推动消费加速回
暖需要在增加居民收入、保护中小企业发展、
供应链升级上多下功夫。

笔者根据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测算，
2023年端午节期间的人均花费为352元，较2019
年人均花费（410元）降低约14%。为何会降
低？主要还是消费信心未彻底恢复。

要想提振消费信心，推动消费市场复苏，首
先要增加居民收入，分配制度要向中等收入群
体和低收入者适当倾斜，从而提振消费底气。
这既需要政府作为，也需要企业担当。从政策
层面看，除了普发消费券之外，更要对低收入
者实施精准帮扶。从企业层面看，要力所能及
提供就业岗位，发挥就业“稳定器”的作用。

其次，要注重保护中小企业的发展。国
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大型企业
PMI为50%，高于上月0.7个百分点，但中、小型
企业PMI分别为47.6%和47.9%，分别比上月下
降1.6个百分点、1.1个百分点，可见中小企业
景气度依然较弱。这就需要确保相关扶持政
策的连续性，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补贴力度，纾
困与激活并举，激发中小企业内生动力和发
展活力。

第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同质化的产品已
越来越难获得消费者认可，企业要努力追求高
质量创新增长，通过供应链升级来带动终端产
品的升级，进而推动消费升级。

以旅游行业为例，随着暑期临近，各平台
旅游产品供给丰富却良莠不齐，契合市场需
求、精心研发的亲子研学产品和“乡村避暑游”
产品获热捧，低价同质旅游团则鲜有人问津。
因此，企业层面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
住创新这个“牛鼻子”，才能应对外部发展环境
的变化，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三大举措助消费复苏
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田 鹏

6月27日，据沪深交所官网消息显示，沪
市上市房企保利发展、大名城以及深市上市
房企福星股份、中交地产4家企业再融资项目
申请获证监会注册生效，成为“第三支箭”后，
A股首批落地的上市房企再融资项目。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房企股权融资
政策出台后，深交所加快再融资项目审核进
度，支持符合条件的上市房企修复基本面，促
进市场信心提振和经济大盘稳定。

上述4家公司再融资项目此前已获交易
所审核通过，保利发展、大名城、福星股份和
中交地产分别拟募资125亿元、25.5亿元、
13.41亿元和35亿元，主要投向棚户区改造项
目和“保交楼、保民生”的房地产项目以及补
充流动资金等。

“上市房企借助‘第三支箭’进行再融资，
是构建行业良好融资环境重要之举，有助于
支持开拓房地产行业新发展模式，推动行业

转型与稳定发展。”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
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市
房企通过多渠道融资，有助于优化企业资本
结构，改善资产负债情况，提高自身抗风险能
力。同时，房企再融资项目正式落地，也有助
于提振购房者信心，促进销售和行业基本面
修复，进而拓展房企资金来源，形成良性循
环。

今年以来，上市房企拟通过“第三支箭”
补充流动资金蹄疾步稳。据东方财富Choice
数据统计，截至6月27日，年内共有25家上市
房企拟通过股权融资方式进行资金募集，有5
家企业已获得证监会批准，其中包括此次获
批复的4家再融资方案，和此前获批复的招商
蛇口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
请。此外，还有2家企业融资方案暂时中止；1
家企业融资方案已被终止，剩余17家公司融
资方案均在审批流程中。

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股权融资审批监管较为严

格，相关企业要详细披露融资目的、资金用
途、项目情况、偿还风险等信息，并且接受监
管部门严格的审查，这往往需要几个月时间。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加快推动上
市房企再融资项目高效落地，深交所在审核
中着重抓好两项工作提高审核质效。一是加
强指导服务。上市房企再融资政策启动后，
市场对政策适用存在疑问，深交所主动约见5
家在审房企，“面对面”答疑释惑，切实提升审
核透明度。二是做好日常监管协同。完善审
核部门与公司监管部门工作协作机制，发挥
企业画像系统等智能辅助工具在精准识别公
司风险中的作用。

谈及如何持续改善房企融资环境时，刘
水表示，房企融资环境在改善，要继续加大对
房企融资的支持力度，进一步落实“三支箭”
支持措施。建议信贷授信要加快落地，A股
上市房企股权融资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审批，
增信发债要采取央地联动扩容扩围，使更多
中小民营房企受益。

“第三支箭”后A股首批上市房企再融资项目落地
加速构建行业良好融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