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轮集中供地告一段落

房企分化料进一步加剧

本报记者 董添

在首批宣布开展“两集中” 土地出让的22个城市

中，20个城市已发布首轮地块出让结果。 在“限地价、

竞自持、限房价” 的政策引导下，多数城市实现了“稳

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政策目标。 从房企的角度看，

资金实力强的企业获得更多拿地机会， 行业分化将进

一步加剧。

稳定楼市预期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

第一阶段集中供地基本告一段落，22个城市中已有20

个城市成交了第一批土地，包括北京、天津、沈阳、长

春、无锡、杭州、福州、厦门、广州、深圳、重庆、青岛、南

京等城市。 第一批地块合计成交额达8700亿元。

在首轮集中供地的城市中， 多数地区对出让地块

设置了商品住宅销售限价，对稳定房价起到重要作用。

作为土地市场的一项重大改革，“两集中” 制度有助于

稳定楼市预期。从目前情况看，部分热点地区出现高溢

价率成交地块，同时部分城市出现地块流拍情况。总体

而言，多数城市实现了“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目

标。 其中，济南共有6宗地块流拍，集中在高新、章丘和

莱芜，主要在于出让条件严苛，且位置较为偏远。

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监测，截至目前，22个城市首轮

集中供地公告均已发布，第二、第三批地块供应多集中

在7月份。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总体看，资金实

力较强的企业将获得更多拿地机会， 而资金压力较大

的企业可能面临更大的冲击，行业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中信建投证券指出，从实际拍地结果看，房企参拍

热情高，热点城市不少地块达到限价，规模房企在竞争

优质地块和大型综合体地块中优势较为明显。 随着未

来对开发商的综合开发及运营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具

备相关优势的房企将持续胜出。

查处资金违规入市

近期，针对“涉房”类融资产品的审核较为严格。

天风证券研报显示，房地产行业融资环境收紧，不

少房地产企业的ABS（资产支持证券）产品终止审核。

5月25日，上交所债券项目信息平台披露，26只ABS产

品为“终止”审核状态。这批ABS合计拟发行金额超过

1500亿元，规模创今年以来新高。其中，房地产公司、城

投集团、 文旅地产开发公司等企业是上述ABS的融资

主体。

同时， 监管部门针对银行资金违规进入楼市的查

处力度和范围进一步加大。6月8日，北京银保监局网站

显示，4家银行因涉及个人消费贷、 个人经营性贷款严

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问题被罚，其中涉及广发银行、

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及邮储银行的在京分支机构。上述

机构已被责令整改并严肃问责有关责任人员。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监管部门高度重视“房住

不炒” 政策贯彻执行情况，持续开展信贷资金违规流

入房地产市场监管检查工作。 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强

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

丰富调控方法

部分城市持续强化楼市调控力度，丰富调控方法。

供应端将以规范市场秩序为主，需求端持续控制炒房，

对刚需购房则维持优惠力度。

据天风证券监测，继5月上旬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

分行上调房贷利率后，其他四大行相继跟进，宣布上调

房贷利率。 安居型商品房贷款利率则维持不变。 另外，

成都市住建局为提高二手住房市场信息透明度， 促进

市场理性交易， 建立了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发布机

制，并发布部分住宅小区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成为

继深圳之后第二个发布二手房参考价的城市。

“除了发布调控政策城市自身房地产市场， 周围

地区楼市也会受到影响。 ” 环京某地产公司相关负责

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热点地区严控房地产市

场炒作，周边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也难炒作。 比如，环京

地区的楼市热度基本跟着北京地区的节奏走。 ”

从房企的角度看，“三道红线” 将深刻改变企业的

经营行为。 不少企业加速推出“降档” 举措，过去以高

预期、毛利率为主的投资风格将发生改变，行业风险溢

价率将下降。 融资端收紧或令企业间分化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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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现金红利0.21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6/15 2021/6/16 2021/6/16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5月20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31,689,675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0.2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7,654,831.75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1/6/15 2021/6/16 2021/6/1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包括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

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杨明、安徽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杨宁的红利由公司自行

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

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人民币0.21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1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

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

（2） 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

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0.18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0.18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9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

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

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1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

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51-65121503

特此公告。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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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878,592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6月1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塞力医疗”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类型

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具体情况如下：

1、限售股核准情况

2017年12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2322号），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26,853,

709股。

2、股份登记情况

2018年6月1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

托管手续。

3、锁定期安排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产品名称 获配股数

（

股

）

锁定期

（

月

）

1

温伟

- 8,580,008 36

2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员工持股

计划

- 298,584 36

3

华润医药

（

汕头

）

产业投资

基金合 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 6,435,006 12

4

上海高能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高能汇实专项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1

号

9,395,109 12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

-

长昕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2,145,002 12

合计

26,853,709 -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股份发行后， 公司新增有限售条件股份26,853,709股， 总股本由178,290,000股增至205,

143,709股。

公司于2020年9月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同意对已离职的4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17,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处理。 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205,143,709股变更为205,026,709股。

2021年3月1日，“塞力转债”（债券代码：113601）进入转股期，截至2021年3月31日，累计已有人民

币2.18万元“塞力转债”转为公司普通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1,284股，公司股本总数由205,026,709股

变更为205,027,993股。

2021年4月20日和2021年5月19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2019年激励计划中未授予部分股份的议案》，同意对在确定授予日后的资

金缴纳、股份登记过程中，3名激励对象放弃认缴的9,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处理。 此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205,027,993股变更为205,018,993股，截至本公告日，该次回购注销尚在

进行中。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为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 分别为温伟先生和武汉塞力斯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员工持股计划共2名特定投资者。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承诺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因由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 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和《上海证劵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

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

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塞力医疗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8,878,592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6月17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温伟

8,580,008 4.18 8,580,008 0

2

武汉塞力斯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员工持股计

划

298,584 0.15 298,584 0

合计

8,878,592 4.33 8,878,592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2,275,656 -8,580,008 3,695,648

2.

其他

298,584 -298,584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574,240 -8,878,592 3,695,648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

股

192,453,753 8,878,592 201,332,34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92,453,753 8,878,592 201,332,345

股份总额

205,027,993 0 205,027,993

八、上网公告附件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9日

进入淡季 水泥需求下滑

●本报记者 董添

6月以来， 华东地区水泥主产区迎来高温雨水天气，

工程施工进度放缓， 水泥市场处于传统淡季， 出货量下

滑明显。

库存量较高

“水泥市场淡季预计要持续到8月下旬。 ”百川盈孚水

泥行业分析师曲岩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主要在于高

温雨水天气导致下游工地施工受限。 有的地区的洪涝灾害

对水泥企业生产和销售也有影响。 ”

中国水泥协会副秘书长、数字水泥网总裁陈柏林指出：

“水泥价格季节性回落明显， 预计后期需求再度大幅下滑

的可能性不大。南方水泥价格高位地区预计价格继续走弱，

北方地区陆续执行错峰生产，价格将以平稳为主。 ”

水泥库存量攀升至今年以来高位。 据百川盈孚监测，6

月3日，水泥库容比达67.25，今年以来均值为58.39。

“水泥保质期较短，库存量通常较低，但目前的库存量

相对较高。 ” 据曲岩介绍，水泥主产区主要集中在华东地

区，因此全国水泥市场受南方天气影响较大。

价格走低

据百川盈孚统计数据，6月8日， 华东地区水泥均价指

数为505，较月初下滑13个点。

6月以来，安徽、浙江、江西、上海等地区水泥价格明显

下调。 以安徽地区为例，6月1日，马鞍山地区主要水泥厂家

下调水泥价格30元/吨；6月7日至8日， 马鞍山及滁州地区

再次下调各标号水泥价格30元/吨。 江苏地区，盐城、淮安、

扬泰、宿迁、连云港等地水泥价格下滑20元至40元/吨。 浙

江地区，6月8日，宁波、舟山水泥企业分别下调价格30元/

吨和15元/吨。 6月2日，上海地区水泥厂家下调低标号水泥

价格20元/吨，高标号水泥价格下降30元/吨。

此前，云南、广东等多地发布限电政策，水泥企业作为

用电大户，生产受到一定影响。

从水泥均价看，天风证券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重

点城市水泥均价为465元/吨。 价格下跌主要是华东、中南

和西北部分地区，幅度在10元至30元/吨。

对于后期水泥价格走势，百川盈孚认为，华东地区后期

将面临高温雨水天气，市场处于淡季阶段，施工进度受限，

水泥及熟料等需求量将下滑。目前，华东地区整体库存水平

维持在6成左右，近期暂无停窑检修计划，预计后续库存将

继续保持中高位水平。华东地区水泥价格或继续走低，均价

指数将在500-504之间震荡。

开展错峰生产

“做好夏季错峰生产工作是稳价最好的手段。”陈柏林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随着夏季的到来，多个地区陆续开启水泥错峰生产。业

内人士指出，部分企业错峰生产是自发行为，顺势而为起到

保价的作用。 有的地区则是相关政策的约束和规范。

2020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水泥常态化错峰生产的通知》，规定所有

水泥熟料生产线都应进行错峰生产。 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要组织电石渣生产水泥熟料的生产线与当地非电石

渣水泥熟料生产企业沟通协调，通过“错峰置换”参与错峰

生产；承担居民供暖任务的生产线，应当在非采暖季、非错

峰生产期间补足错峰时间； 有全年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

及有毒有害废弃物等任务的生产线可以不进行错峰生产，

但要适当降低水泥生产负荷。

从各地情况看，贵州省要求，生产硅酸盐水泥的熟料生

产线2021年停窑100天。 其中，一季度不少于40天，二季度

不少于20天，三季度不少于20天，四季度不少于20天。

6月21日至7月10日，山东省计划执行夏季错峰生产20

天。 同时要求，2021年在酷暑伏天、雨季、农忙时节和重大

活动组织的水泥熟料错峰生产时间不少于40天。

从近期相关上市公司的表态看， 不少公司在淡季积极

进行环保节能升级改造。 其中，西部建设指出，公司积极响

应“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持续贯彻落实相关工作要求，将

“绿色环保”理念贯穿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及全业务流程，从

源头紧抓节能降耗，大力推动清洁生产绿色制造升级改造，

强化节能降耗，加快绿色发展转型。

稳定楼市预期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 全国第一阶段集中供地基本告一

段落，22个城市中已有20个城市成交了第

一批土地，包括北京、天津、沈阳、长春、无

锡、杭州、福州、厦门、广州、深圳、重庆、青

岛、南京等城市。第一批地块合计成交额达

8700亿元。

在首轮集中供地的城市中， 多数地区

对出让地块设置了商品住宅销售限价，对

稳定房价起到重要作用。 作为土地市场的

一项重大改革，“两集中”制度有助于稳定

楼市预期。从目前情况看，部分热点地区出

现高溢价率成交地块， 同时部分城市出现

地块流拍情况。总体而言，多数城市实现了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 其中，济

南共有6宗地块流拍，集中在高新、章丘和

莱芜，主要在于出让条件严苛，且位置较为

偏远。

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监测， 截至目前，

22个城市首轮集中供地公告均已发布，第

二、第三批地块供应多集中在7月份。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总

体看， 资金实力较强的企业将获得更多拿

地机会， 而资金压力较大的企业可能面临

更大的冲击，行业分化将进一步加剧。

中信建投证券指出， 从实际拍地结果

看，房企参拍热情高，热点城市不少地块达

到限价， 规模房企在竞争优质地块和大型

综合体地块中优势较为明显。 随着未来对

开发商的综合开发及运营能力要求越来越

高，具备相关优势的房企将持续胜出。

查处资金违规入市

近期，针对“涉房”类融资产品的审核

较为严格。

天风证券研报显示， 房地产行业融资

环境收紧，不少房地产企业的ABS（资产

支持证券）产品终止审核。 5月25日，上交

所债券项目信息平台披露，26只ABS产品

为“终止”审核状态。这批ABS合计拟发行

金额超过1500亿元，规模创今年以来新高。

其中，房地产公司、城投集团、文旅地产开

发公司等企业是上述ABS的融资主体。

同时，监管部门针对银行资金违规进

入楼市的查处力度和范围进一步加大。 6

月8日， 北京银保监局网站显示，4家银行

因涉及个人消费贷、个人经营性贷款严重

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等问题被罚，其中涉及

广发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及邮储银行

的在京分支机构。 上述机构已被责令整改

并严肃问责有关责任人员。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监管部门高度

重视“房住不炒” 政策贯彻执行情况，持续

开展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监管检

查工作。 有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强信息共享

和联合惩戒。

丰富调控方法

部分城市持续强化楼市调控力度，丰

富调控方法。 供应端将以规范市场秩序为

主，需求端持续控制炒房，对刚需购房则维

持优惠力度。

据天风证券监测， 继5月上旬中国建

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上调房贷利率后， 其他

四大行相继跟进，宣布上调房贷利率。安居

型商品房贷款利率则维持不变。另外，成都

市住建局为提高二手住房市场信息透明

度，促进市场理性交易，建立了二手住房成

交参考价格发布机制， 并发布部分住宅小

区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 成为继深圳之

后第二个发布二手房参考价的城市。

“除了发布调控政策城市自身房地产

市场，周围地区楼市也会受到影响。” 环京

某地产公司相关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热点地区严控房地产市场炒作，

周边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也难炒作。 比如，

环京地区的楼市热度基本跟着北京地区

的节奏走。 ”

从房企的角度看，“三道红线” 将深刻

改变企业的经营行为。 不少企业加速推出

“降档” 举措，过去以高预期、毛利率为主

的投资风格将发生改变， 行业风险溢价率

将下降。融资端收紧或令企业间分化加剧。

在首批宣布开展

“两集中” 土地出让的

22个城市中，20个城市

已发布首轮地块出让结

果。 在“限地价、竞自

持、限房价” 的政策引

导下， 多数城市实现了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

期” 的政策目标。 从房

企的角度看， 资金实力

强的企业获得更多拿地

机会， 行业分化将进一

步加剧。

首轮集中供地告一段落

房企分化料进一步加剧

● 本报记者 董添

拓宽融资渠道 房企青睐绿色债券

●本报记者 王舒嫄

用益信托网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

房地产类信托募集资金380.68亿元，环比减

少7.89%，同比减少36.29%，总体上保持自

去年下半年以来持续下降的态势。除了房地

产信托，5月份房企境内外融资规模也大幅

减少。

专家表示，从严调控的政策取向，将倒

逼房企去杠杆，降低行业风险。 为应对融资

环境的变化，房企也在积极谋求拓宽融资渠

道。 近期，房企在海外发行绿色债券增多引

发关注。

降低行业风险

“2020年下半年以来，监管层开启强力

压降模式。 ” 用益信托研究院研究员喻智表

示，“包括房地产信托规模总量控制、 融资

类信托规模压降以及房企融资‘三道红线’

等约束。 ”

值得注意的是， 房企多个渠道融资出

现不同程度下滑。 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5月 100家典型房企的融资总量为

883.34亿元， 环比下降11.9%， 同比下降

24.1%。“境内融资方面，5月出台多项关于

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范性政策， 房企融资

量下降。” 克而瑞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总监房

玲称。

“据中指研究院监测，2021年第一季

度，房地产行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160

只， 总发行规模975.97亿元， 同比上升

65.14%。 其中，有107只供应链资产证券化

产品，规模达575.33亿元，占比59.0%。 ” 中

国指数研究院企业事业部研究副总监刘

水表示，针对这一现象，基金业协会近期

叫停基金子公司备案房地产供应链类产

品，进一步加大房地产金融监管及防风险

力度。

房玲说，监管层对房地产非标融资进一

步规范，预计从严调控的政策取向短期不会

变化，将倒逼房企降杠杆，降低行业风险。

绿色债券兴起

“面临现金流压力，房企谋求开拓更多

融资渠道。同时，房企需通过加快回款、放缓

拿地节奏等举措，保障现金流安全。 ” 刘水

表示。

在此背景下，涉房绿色债券融资规模异

军突起。 中指院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今年

以来房企海外绿色债券融资总额达278.38

亿元， 是2020年全年海外绿债发行总额的

1.65倍。仅5月份，房企便成功发行海外绿色

债券6只，融资约114.61亿元，占当月海外债

券融资额的44.60%。2020年，房企发行的海

外债券中绿色债券融资额仅为168.75亿元，

占总规模的1.91%。 绿色债券逐渐成为房企

融资的重要渠道。

刘水表示，近年来为顺应全球可持续

发展，绿色债券兴起。 对于房地产行业而

言，绿色债券指以绿色建筑为融资标的的

债券融资，需遵守特定绿色金融框架下对

融资目的、项目筛选、资金使用及报告的

规定。

近期发行的房企绿色债券获得较高的

认购率。 如5月旭辉发行的共5亿美元绿色

票据，认购倍数达4倍；远洋集团发行的4亿

美元绿色票据，认购倍数超过3.5倍。“绿色

债券在融资成本、市场偏好、政策支持等方

面均具有优势，但在发行认证、项目成本等

方面仍存在一定障碍。 ”刘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