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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

就中墨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14日同墨西哥合众

国总统洛佩斯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50

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墨都是具有悠久文明历

史的国家，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建交

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2013年两国建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以来， 双边关系发展进入快车

道。两国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各领域友好交流

合作得到加强。 面对世纪疫情， 中墨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树立国际团结抗疫典范。 中墨

友谊之树已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为两国人民

带来实实在在利益。

习近平强调， 我高度重视中墨关系发

展，愿同洛佩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50周年为契机，携手并肩、继往开来，增进传

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不断

充实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让两国人

民永远做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共享繁荣的好

伙伴。

洛佩斯表示，50年来， 墨中两国共同铸

就牢不可破的友谊，广泛开展政治、经济、教

育等各领域交流与合作， 这在两国团结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也得以彰显。 墨方衷

心感谢并将永远铭记在抗疫过程中中方与我

们守望相助。当前，墨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

时俱进，日益巩固，不断造福两国人民。 双方

在地区和多边层面携手应对挑战。我坚信，墨

中关系必将行稳致远，焕发新活力。

中国代表团金牌数追平冬奥会历史最佳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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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选手徐梦桃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图文

积极信号频现 房地产行业预期持续改善

● 本报记者 彭扬

保障性租赁住房贷款不纳入房地产贷款

集中度管理、多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

1月住房信贷实现“开门红” ……虎年伊始，

前期政策逐步显效加之新政策陆续出台，促使

房地产市场预期持续改善。 专家预计，今年我

国房地产市场运行将保持总体平稳，房地产投

资增速大概率在上半年见底回升，全年增速有

望在1%至2%之间。

政策暖意浓 房地产融资持续改善

无论是稳信用还是宽信用，房地产信贷都

是绕不过去的一环。 在“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稳

定增长” 的政策目标下，今年以来，房地产业

融资环境继续改善，政策层面也在持续优化。

专家表示，房地产业融资环境改善，有利于防

范和缓释行业流动性风险，对稳定信贷总量增

长具有积极意义。

1月房地产贷款实现“开门红” ，表明前

期政策优化效果开始显现。 中国证券报记者

从金融管理部门和多家银行了解到，1月房地

产贷款新增约6000亿元， 新增规模在去年四

季度增长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较去年四季度月

均水平多增约3000亿元， 其中房地产开发贷

款多增约2000亿元， 个人住房贷款多增约

1000亿元。

同时，在直接融资渠道，近期已有不少房

地产企业成功注册或完成债券发行， 金融机

构通过多种渠道对房地产行业合理资金需求

予以支持。 “房地产企业合理资金需求得到

满足， 将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面压力和化解

金融风险。 ” 信达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解运

亮说。

不仅如此，监管部门继续释放满足房地

产合理资金需求的信号。 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近日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有关贷款

不纳入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鼓励银行业

金融机构按照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

持续的原则，加大对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的

支持力度。 业内人士预计，随着部分调控政

策优化调整， 特别是房企融资状况进一步

改善， 房地产市场将逐步实现底部企稳，

即“软着陆” 。

防范化解 风险出清有序进行

除了引导金融机构满足房地产行业合理

资金需求，监管部门还针对房地产企业流动性

风险加强防范化解，相关举措进一步稳定和提

振房地产行业预期。

目前，个别风险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问题

正得到妥善处置，风险出清有序进行中。 业界

普遍认为，房地产行业个别问题不会酿成系统

性风险，风险外溢在可控范围内。 人民银行行

长易纲近日表示，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调整，

有利于形成房地产新发展模式，实现房地产业

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资产管理公司或将参与房地产企业债务

问题化解。 业内人士认为，引入不良资产处置

专业机构，有望加快风险房地产企业资产处置

进度，促进风险化解和市场出清。

我国实现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具备

有利条件。 实际上，新型城镇化在持续推进，

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有望持续释放。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1月全国重点66城商品

住宅成交面积为1711万平方米， 已接近2018

年、2019年、202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

对行业面临的短期挑战及长期前景，业界

看法也正趋于理性，形成共识。

突出“稳” 字 推进转型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2年经济工

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对于房地产行业

而言，“稳” 同样是突出的要求，实现行业平

稳健康发展对于经济和民生都十分重要。专

家认为，服务于稳增长大局，后续房地产市

场的量和价会更加突出“稳” 的特征。 预计

监管部门将持续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深化

住房制度改革，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

康发展。 （下转A02版）

财政部已提前下达2022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7880亿元

地方债“提前批” 细节披露 主攻基建投资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有关部门披露了2022年地方债 “提前

批”的更多细节。财政部网站2月14日消息，经

国务院批准，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备案， 财政部已提前下达2022年新增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1788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

额3280亿元，专项债务限额14600亿元。

专家指出，“提前批” 地方债集中投向基

础设施相关领域，将有力推动投资增长，从而

起到扩内需、稳增长的作用。

专项债集中投向基建

在国新办去年12月举行的政策吹风会

上， 财政部相关人士透露已提前下达2022年

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46万亿元，但未提及新增

一般债务限额的相关情况。 此次，财政部在披

露“提前批” 中一般债务限额之外，还详细披

露了资金投向。

财政部公布，1月， 各地组织发行地方政

府债券6989亿元， 其中， 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5837亿元（一般债券993亿元，专项债券4844

亿元）；再融资债券1152亿元（一般债券231

亿元，专项债券921亿元）。

从资金投向看，1月发行的新增一般债券

分别用于交通基础设施257.55亿元，社会事业

221.91亿元，市政建设212.98亿元，农林水利

139.78亿元，生态环保45.54亿元，其他115.50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分别用于市政及产业园区

基础设施1653.55亿元，交通基础设施1055.18

亿元，社会事业763.23亿元，保障性安居工程

646.98亿元，农林水利440.61亿元，生态环保

168.88亿元， 能源、 城乡冷链物流基础设施

115.33亿元。

另据兴业证券固定收益研究中心总经

理、首席分析师黄伟平统计，从项目收益专

项债看，1月发行的3110亿元项目收益专项

债中， 基建类投向规模为2341亿元， 占比

约75%。

将有力促进稳增长

在稳增长背景下，2022年初新增地方债

发行节奏较上年明显加快。

1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抓

紧发行今年已下达的专项债， 用好中央预算

内投资， 重点安排在建和能够尽快开工的项

目，撬动更多社会投资，力争在一季度形成更

多实物工作量。（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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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成长有望齐头并进

1月加仓境内债券约700亿元

外资增持展现持续性

● 本报记者 连润

对国际投资者而言， 人民币资产魅力持续释

放。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2月14日公布数据显

示，截至2022年1月末，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

债券4.07万亿元，较上月末增持约700亿元。

业内人士分析， 境外资金加大对人民币资产

的投资力度， 反映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

增长前景的看好。 随着全球经济恢复， 外部流动

性、利率水平逐步回归常态，外资购买人民币债券

的步伐将更加稳健。

连续第10个月增持

在部分投资者担忧外资流向变化时， 人民银

行上海总部14日公布的数据，有力地证明了外资

增持人民币资产的持续性。

数据显示，2022年1月末，境外机构持有银行

间市场债券4.07万亿元，与去年12月相比，增持约

700亿元， 这是境外机构连续第10个月增持境内

债券。 另外，中央结算公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1月末， 境外机构在中央结算公司的债券

托管面额增加500.71亿元至3.73万亿元， 已连续

38个月上升。

从券种结构看， 境外机构持有的主要券种是

国债。截至1月末，境外机构托管国债2.52万亿元，

相比2021年12月末增加约700亿元， 占比由

61.3%增加至61.9%。 其次是政策性金融债，托管

量为1.08万亿元，占比26.6%。

1月， 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市场的现券交易更

加活跃，全月现券交易量约1.43万亿元，日均交易

量约679亿元，均高于去年12月水平。

同时，更多境外机构正在进入中国债券市场。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公布，1月新增6家境外机构主

体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中美利差收窄影响可控

10年期美债收益率日前一度突破2%。在美国

通胀数据持续“爆表” 情况下，市场预计未来美联

储会较快加息缩表， 从而可能推动美国市场利率

水平继续走高，进一步挤压中美利差。 不过，考虑

到利差对外资购债影响减弱、 人民币汇率发挥稳

定器作用等， 机构认为不必过度担忧中美利差收

窄的影响。（下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