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控从严不放松 楼市体味秋凉

本报记者 倪铭娅 王舒嫄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涨幅与上月相同或回落；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涨幅微升；同比涨幅均回落。

业内人士认为，8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涨幅收窄，下跌城市增多，楼市进入降温通道。 在“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房贷利率不会降低等政策引导下，信托、按揭贷款等资金渠道收紧，房地产融资约束增强，房地产调控从严不放松。 未来房价涨幅料继续收窄。

房价涨幅收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新建住宅中，8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上涨0 .58%，相比7月涨幅略有收窄，下跌城市增多。 从二手房数据看，20个城市房价涨幅连续3个月下调。

诸葛找房数据分析师国仕英表示，8月一、二、三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涨幅情况各异。 二手房市场受调控政策影响明显，更能表现市场真实情况。 受调控政策影响，各城市新房销售均价趋于稳定或小幅回落，与调控“稳” 的基调契合。

“从城市结构来看，当前楼市正进入 降 温 通 道 。 ” 易 居 研 究 院 智 库 中 心 研 究 总 监 严 跃 进 表 示 ， 尤 其 是 二 线 城 市 ， 总 体 热 度 开 始 减 弱 ， 出 现 了 房 价 涨 幅 收 窄 的 趋 势 。 这 对 于 当 前 稳 定 二 线 城 市 房 价 、 防 范 各 地 借 人 才 落 户

炒 房 等 有 积 极 作 用 。

调控从严不放松

监管部门多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并明确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同时，房贷利率不降低的信号也明确释放。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8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47%，环比上涨3个基点。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78%，环比上涨2个基点，相当于在目前的5年期LPR（4.85%）水平上分别加了62个基点和93个基点。

融 360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分 析 师 李 万 赋 表 示 ， 房 贷 新 政 10 月 8 日 起 实 施 ， 如 果 9 月 20 日 LPR 的 最 新 报 价 没 有 下 行 ， 部 分 地 区 的 房 贷 利 率 水 平 可 能 会 比 之 前 有 所 提 高 。

在“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房贷利率不会降低等政策引导下，信托、按揭贷款等资金渠道收紧，房地产融资约束增强。

稳中回落走势为主

“在当前政策环境下，预计未来几个月70城房价涨幅将继续收窄。 ”易居研究院研究员王若辰表示，8月二手房价环比涨幅明显收窄，房价上涨城市减少，表明政策持续发酵逐步见效，市场降温明显，房企扩张预期和居民购房预期都有所转变。

克而瑞研究中心总经理林波表示，在当前市场调控指向明确和市场预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房价上涨动力不足，更多城市房价出现回调，也有个别项目出现打折降价力度较大的情况。“因此，下半年房价还是以稳中回落走势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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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与哈电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9月17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与哈尔滨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交所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王建军，哈电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吴伟章等出

席签约仪式。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是双方前期务实合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

是深交所积极响应深化央企战略合作、 助力央企高

质量发展、服务东北振兴战略部署的又一重要举措。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规范发展上市平台、联合培育上

市资源、发行固定收益产品、对接产融平台及开展常

态化专题培训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进一步拓宽合

作范围，提升合作水平。

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机构和重要平台， 深交所

多渠道、全方位支持服务国企改革，目前已与61家

央企集团开展多元化对接， 支持发行固定收益产品

6600多亿元，合作开发央企结构调整ETF等一系列

创新产品，推动国有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优做强，在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拓宽融资渠道、推动国企混

改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上述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深交所将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重要讲话精

神，持续丰富产品供给，上门送服务，合作谋发展，为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

力量。（黄灵灵）

减税降费效应显现 前8月税收收入同比下降0.1%

预算安排有准备 财政收支平衡有保障

□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财政部17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同比回落6.2个百

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同比下降0.1%。 业内人士

认为，税收收入下滑的主因在于减税降费效应

显现。 总的来看，2019年预算安排对减税降费

的影响有较为充分的准备，中央预算收支平衡

可以得到保障。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15.8%

数据显示， 减税降费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下，1-8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7061亿

元，增长3.2%，增幅同比回落6.2个百分点。 其

中，税收收入117134亿元，同比下降0.1%。 税

收收入中， 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960亿元，同

比增长15.8%。

从数据来看， 减税效果正持续显现，相

关税收同比下降或增幅回落。 分税种看，受

去年降低增值税税率政策翘尾和今年增值

税新增减税效果进一步放大等影响，国内增

值税增长4.7%， 增幅同比回落8.9个百分

点； 受提高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小

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以及企业利润同比

下降等影响，企业所得税增长3.6%，增幅同

比回落9.3个百分点； 受下调进口货物增值

税税率等影响，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下

降6.9%；在去年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调

整税率的政策翘尾和今年增加6项专项附加

扣除的减税效应叠加释放下，个人所得税下

降30.1%；此外，涉及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

减免政策的“六税两费” 同比下降0.4%。

同时， 涉及降费政策的有关收入继续下

降。包括教育费附加在内的专项收入下降2%；

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在去年同期下降18.9%

的基础上，今年同比又下降0.9%。

减税降费效应释放下，财政多渠道盘活国

有资源资产增加非税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同比增加2880亿元，增长5.7倍；国有资源（资

产） 有偿使用收入同比增加945亿元， 增长

21.3%。上述2项合计增收3825亿元，占全国非

税收入增收额的89%，拉高全国非税收入增幅

24.4个百分点。

多措并举实现收支平衡

在收入增速同比回落的情况下，1-8月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53069亿元， 增长8.8%，

增幅同比提高1.9个百分点，比6.5%的全年预算

增幅高2.3个百分点，保持了较强的支出力度。

今年以来，在大规模减税降费背景下，中央

财政积极采取措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包括多

渠道筹集资金弥补减收，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

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 强化预算严肃性和

约束力，加强对地方收支预算管理的指导等。

中央财政在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基础

上，指导和督促地方开源节流，做好预算平衡。

在此过程中，如果地方触发预算调整的条件，应

严格按照预算法等有关规定编制预算调整方

案，按程序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是否

调整预算由地方根据本地情况研究确定。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个别省份和部分市

县已实施或计划实施预算调整。 下一步，财政

部将密切跟踪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督促地方切

实做好预算收支管理。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王舒嫄

房价涨幅收窄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新建住宅中，8月

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上涨0.58%，相比7月

涨幅略有收窄，下跌城市增多。 从二手房数

据看，20个城市房价涨幅连续3个月下调。

诸葛找房数据分析师国仕英表示，8月

一、二、三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涨幅情

况各异。 二手房市场受调控政策影响明显，

更能表现市场真实情况。 受调控政策影响，

各城市新房销售均价趋于稳定或小幅回落，

与调控“稳” 的基调契合。

“从城市结构来看，当前楼市正进入降温

通道。 ”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表示，尤其是二线城市，总体热度开始

减弱，出现了房价涨幅收窄的趋势。这对于

当前稳定二线城市房价、 防范各地借人才

落户炒房等有积极作用。

调控从严不放松

监管部门多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 并明确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

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同时，房贷利率不降低的

信号也明确释放。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8月全国

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47%，环比上涨3个基

点。 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78%，环比上涨2

个基点，相当于在目前的5年期LPR（4.85%）

水平上分别加了62个基点和93个基点。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李万赋表

示，房贷新政10月8日起实施，如果9月20

日LPR的最新报价没有下行，部分地区的

房贷利率水平可能会比之前有所提高。

在“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

段” 、 房贷利率不会降低等政策引导下，信

托、按揭贷款等资金渠道收紧，房地产融资约

束增强。

稳中回落走势为主

“在当前政策环境下，预计未来几个月70

城房价涨幅将继续收窄。”易居研究院研究员

王若辰表示，8月二手房价环比涨幅明显收

窄，房价上涨城市减少，表明政策持续发酵逐

步见效，市场降温明显，房企扩张预期和居民

购房预期都有所转变。

克而瑞研究中心总经理林波表示， 在当前

市场调控指向明确和市场预期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房价上涨动力不足，更多城市房价出现回调，

也有个别项目出现打折降价力度较大的情况。

“因此，下半年房价还是以稳中回落走势为主。”

不惧A股调整 北向资金尾盘逆袭

四周净流入超600亿元

□

本报记者 马爽 周璐璐

9月17日，受权重题材集体下跌影响，A股大

盘低开后单边走跌。 虽然午后天然气、石油板块

出现奋力拉升，但上证指数仍未能守住3000点。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尾盘时，北向资

金入场步伐明显提速，且自截至8月23日当周

起的四周累计净流入超600亿元， 与今年2月

的北向资金流向状况类似。 数据显示，从2月

开始，A股大盘展开了强势反弹。 这或许能为

目前A股走势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成交小幅放量

9月17日， 沪深两市呈现低开低走态势，

其中权重题材全天维持低迷走势。上证指数下

跌1.74%，深证成指下跌1.97%，创业板指数下

跌2.12%。 两市全天成交额为5859.39亿元，较

前一日的5811.57亿元小幅增加。

板块方面，28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全线下

跌。 其中，计算机指数跌幅居首，跌3.02%；国防

军工指数、通信指数、电气设备指数、综合指数

等12个行业指数跌幅超2%。 食品饮料指数跌

幅较小，为0.59%，是唯一跌幅低于1%的板块。

上海证券分析师蔡钧毅表示，从盘面结构表

现看，此前领涨的科技板块快速回落，银行板块未

现强力护盘态势， 军工等强势板块跌幅居前。 不

过，仍有海运、染料、燃气等概念板块飘红。

北向资金尾盘加速入场

虽然大盘未能守住3000点关口， 且当日

北向资金小幅净流出，但临近尾盘加速入场的

表现说明市场“聪明钱”对A股的信心不减。

据Wind数据，本月北向资金已累计净流

入近400亿元。 从近期流向来看，本周之前的

四周（8月23日当周-9月12日当周），按周度

数据计算，呈现连续四周净流入且单周净流入

均超100亿元， 依次为112.49亿元、145.62亿

元、280.09亿元、108.92亿元，合计净流入金额

达647.12亿元。

这与今年2月北向资金流向情况类似。 2

月1日当周-3月1日当周， 北向资金呈现连续

四周净流入且单周净流入均超100亿元，依次

分别为225.21亿元、263.71亿元、194.81亿元、

120.13亿元，当月合计净流入803.86亿元。

从当时A股走势来看， 上证指数在1月29

日盘中低点2559.98点展开强势反弹， 于4月8

日盘中触及阶段新高3288.45点， 区间累计上

涨28.46%。

安信证券表示，前期涨幅较大的消费与科

技板块在9月可能会经历震荡乃至调整，但市

场整体尚不面临系统性风险，依然可以积极寻

找前期表现相对落后的一些优质公司的机会。

行业可重点关注券商、建筑、建材、石油化工、

煤炭、汽车、医药等，主题建议关注自主可控、

国企改革等。

瑞银证券中国股票策略团队称， 国庆节前

A股基本面较为明朗，预计高Beta个股（A股5G

相关个股、电子、计算机、券商和小盘股；MSCI

中国指数成分股中的券商股、互联网和科技股）

与某些业绩超预期的个股或跑赢大盘。

政策力挺

保险公司发力商业养老险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获悉，银保监会正在研究鼓

励保险公司发展老年人商业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

业内人士认为， 未来保险公司应探索开拓老年

人细分市场，深耕寿险相关产业链，扩大养老服务供

给。要加大产品供给，引导保险业深度融合，可探索以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商保机构承办大病保险等。

商业养老险呈多元化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几家大型保险公

司已在积极布局可供老年人购买商业养老险。

“具体来看， 保险公司面向老年人的产品主要

包含五类，” 新华保险相关人士指出，一是针对养老

需求，提供年金保险、养老年金保险。 二是针对疾病

保障需求，提供重大疾病保险、特定疾病保险。 三是

针对医疗费用补偿、津贴保障需求，提供住院费用及

住院津贴医疗保险。四是针对意外伤害、意外医疗及

意外住院津贴保障需求， 提供意外伤害及意外医疗

保险。 五是针对定期、终身身故保障需求，提供定期

寿险或终身寿险。

从市场反响看，人保寿险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2019年8月底，公司60岁及以上有效客户累计为558

万人次， 上述老年人群客户交纳的保费超过469亿

元，公司承保保额超过6800亿元。

太保寿险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8月31日，有效

保单中被保险人年龄达到60岁及以上的有效保单

约970万件，承保人次超过800万，为客户提供累计

超过6000亿元保额的保障。

创新模式多端发力

展望未来， 多位险企人士表示， 应加大产品研

究，将商业保险与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结合起

来，重点针对老年人的养老、医疗、意外及老年护理

等老龄化关注领域进行产品研究与创新， 促进商业

养老保险发展。

泰康人寿表示，将继续深耕寿险产业链，做好养

老社区、做好保险产品，发挥好保险公司的社会职能。

新华人寿表示，将从以下三方面发力：一是加大

老年人保险产品销售推广力度， 提高老年客户的保

障水平。 二是积极发展老年人保险产品，包括养老年

金保险、老年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三是探索产品与

服务对接，逐步将保险产品与养老社区、健康管理服

务相结合。

人保寿险认为，可以借助科技手段，创新“保险

+服务” 模式。 保险公司可借助科技手段增强对客户

生活习惯和健康指标的了解， 并给予相应的关注和

健康指导，降低或者延缓疾病、残障的发生。 通过提

供有效的服务手段， 为老年客群提供更多价格亲民

的保险产品。（戴安琪）

调控从严不放松 楼市体味秋凉

�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数

据显示，8月一二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同比涨幅与上月相同

或回落；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与上月

相同， 二手住宅涨幅微升；同

比涨幅均回落。

业内人士认为，8月70个

大中城市房价涨幅收窄，下跌

城市增多， 楼市进入降温通

道。 在“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

刺激经济的手段” 、房贷利率

不会降低等政策引导下，信

托、 按揭贷款等资金渠道收

紧， 房地产融资约束增强，房

地产调控从严不放松。未来房

价涨幅料继续收窄。

新华社图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麻辣粉”价格稳定

LPR下行有想象空间

（上接A01版）结合短期资金面表现看，即便央

行不续做MLF，货币市场也能扛住逆回购MLF到期

和税期高峰影响。 央行选择续做大部分MLF，确保

降准资金在较大程度上不被冻结， 真正发挥支持经

济发展的作用。

从最近MLF利率不做调整就推断未来不会调

整也是不合适的。 分析人士指出，MLF利率下调选

项始终在政策工具箱之中。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逆周期调节需加大力度，MLF利率下调必要性在上

升；海外主要央行重拾宽松政策，中外利差扩大，房

地产调控坚决也减轻了对MLF利率的约束。 物价走

势可能是影响时机的关键变量。 华泰证券首席固收

分析师张继强认为，MLF利率下调仍有必要且只是

时间问题。

基于LPR报价机制，MLF利率或加点水平变化

都可能引起LPR变化。即便不下调MLF利率，LPR仍

有可能下行。要达到降低LPR的目的，也可通过压缩

LPR与MLF之间利差方式实现。

中盐集团：混改“加料” 老国企焕发新滋味

（上接A01版）推动产品创新、市场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和服务创新， 充分发挥集团化

优势，持续提升中盐产品市场占有率，争取达

到45%以上，从而引领行业发展，重塑盐业新

生态。

具体而言，在产品创新上，将积极开拓高

端食盐、生活用盐、医药用盐和融雪除冰等新

兴业务领域，力争形成一定规模，持续提升盐

产品质量标准，做大盐的价值。 “目前中盐推

出空心盐、低钠盐，儿童盐、孕妇盐等，将盐应

用于护肤品、洗浴、除冰等领域，通过技术创新

提高产品品质。 ”李耀强表示，在工艺上，采用

传统的日晒方法选取优质资源从而减少污染。

此外，大力开发上游优质盐资源，积极参与内

蒙古、青海等多地盐场改制重组，为推出更多

优质盐产品和发掘盐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创造

条件。

在产业链创新上， 中盐集团希望未来五

年，在“国家盐业公司+优秀化工企业” 基础

上再加一个“1” ，即储能储气储油。 “中盐集

团拥有众多的盐穴资源，开展盐穴综合利用是

实现创新的重要内容。 ” 李耀强表示，盐矿的

盐开采完后，就会留下一个盐穴。 盐穴密封性

能良好，是实现储能储气储油的理想场所。 目

前， 我们已成功实现储气和空气压缩储能试

验，下一步将探索盐穴储油，在降低成本的基

础上积极探索卤水发电。

据中盐集团相关人士介绍，中盐金坛公司

先后与中石油、中石化、德国搜空公司合作，于

2007年建成亚洲首座盐穴储气库。 2014年与

香港中华燃气公司合作，开工建设国内首个城

镇燃气大规模盐穴储气库项目。 2017年国家

能源局正式批复中盐金坛盐穴压缩空气储能

发电系统国家示范项目，该示范项目首期建设

1套60MW盐穴非补燃压缩空气储能系统。 后

期储能规划为二期350MW，三期600MW，打

造百万级盐穴储能综合利用中心。

此外，在非盐板块，李耀强介绍，化工板块

方面，正以兰太实业为平台，整合基础化工业

务和精细化工、新材料产品等业务。 在去年将

农肥业务从化工板块中分立出来的基础上，正

在整合集团内部复合肥相关资产、业务，进行

股份制改造，将加快推动复合肥业务IPO。

坚守责任 加速建设国际一流企业

如果说改革、创新见证了中国盐业主动求

变，那么，坚守责任则体现了国企特别是作为

盐业“央行”的担当。

“盐者，国之大宝。 ”在古代，盐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重要战略物资， 历来实行官方专营。

中盐集团的前身中国盐业公司成立于1950年

1月，一直实行食盐专营。 在李耀强看来，中国

盐业的责任就是“创新行业价值、服务民本民

生、体现国家意志” ，就是要保障民生、落实食

盐加碘国策，积极参加“健康中国”行动，弘扬

“健康科学用盐”新理念。

特别是食盐业务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责

任，要确保盐业产业安全。李耀强说，食盐行业

规模较小，市场需求基本稳定，又带有准公共

产品特征，需要资源禀赋、品牌依赖和信任等，

适度有序的竞争比较符合产业特性。 例如，美

国通过长期的市场竞争形成了6家大企业为

主的竞争合作，日本在长期专营后改革，目前

在生产端形成了4家大企业为主的竞争合作，

欧洲国家基本也是如此。 目前，我国有2000余

家批发企业，近300家制盐企业，散、小、弱导

致市场过度竞争。 因此，提高产业集中度是必

然选择。“中盐集团将加快推动盐行业联合重

组，推动行业资源整合、区域整合、产销整合，

提高产业集中度和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引领有序竞争。 ”

“我们将以混改为新的起点，大力推进企

业内部管理机制的变革， 为尽快上市打好基

础；也要紧紧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提

高国际影响力，为建立世界一流的‘国家盐业

公司’创造良好条件。 ”李耀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