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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今年完成水利建设

投资已突破万亿元

●本报记者 张科维

12月14日，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截至11月

底，我国今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已达10085亿元，较去年全

年增长33%。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表示，水利部毫不放松地

抓好水利建设，着力完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为促进经济回

稳向好作出积极贡献。

拓宽水利投融资渠道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机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刘伟

平介绍，水利部建构两手发力“一二三四” 工作框架体系，

联合金融机构出台水利中长期贷款支持政策，制定推进水

利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发展、投资信

托基金（REITs）试点指导意见，拓宽水利长期资金筹措

渠道。

截至11月底，全国累计落实水利建设投资11465亿元，

较去年全年增长43%。 其中，利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2024

亿元，较去年全年增长51.3%；金融信贷和社会资本3196亿

元，较去年全年增长77%。

刘伟平表示， 今年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首次迈上1

万亿元台阶。截至11月底，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85亿

元，较去年全年增长33%。 有10个省份完成投资超过500亿

元，特别是广东省完成投资740亿元、云南省完成投资652

亿元。此外，水利建设稳投资、促就业的作用充分发挥，直接

吸纳就业人数236万人，其中农民工192万人，有力拉动了

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

就水利建设投资投向而言， 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司长张

祥伟称，今年水利建设投资主要聚焦水利基础设施联网、补

网、强链。 重点在以下四个领域，一是加快流域防洪工程体

系建设，完成投资2964亿元；二是大力实施国家水网重大

工程，完成投资4179亿元；三是围绕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加

强水生态修复保护，完成投资2132亿元；四是推进水文基

础设施、 数字孪生流域、 三峡后续等项目建设， 完成投资

810亿元。

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6项

今年以来，全国新开工水利项目数量、投资规模为历史

最多。 在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

大力支持下，水利部加快项目审查审批和开工建设。

刘伟平介绍，截至11月底，全国累计新开工水利项目

2.5万个， 新增投资规模1.18万亿元， 较去年全年多开工

3767项、多增加投资规模6511亿元。 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46项，投资规模达4372亿元，近期还将开工建设安徽引江

济淮二期等重大工程。

此外，水利部加强项目组织实施，严格质量安全管理，

强化建设节点控制，保证工程建设进度。实施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3500多座，治理中小河流1.3万公里。 大力实施母亲河

复苏行动，治理水土流失面积6.3万平方公里。新开工8项大

型灌区，实施505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今年将新增恢

复和改善灌溉面积3370万亩。 农村供水工程已完工16196

处，提升了7449万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全国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达到87%，比年度目标提高了2个百分点。

刘伟平表示，2023年水利部将锚定全面提升国家水安

全保障能力总体目标，统筹水灾害、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

治理，加快构建高质量现代化水利基础设施体系，着力推动

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对于明年新开工项目，提前推进项

目前期工作，中小型项目要做好实施方案，特别是已提前下

达2023年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的项目， 要加快项目审

批、招标、开工准备等工作，尽早开工建设。

开源证券认为，按照当前发展趋势，全国水利年均投资

额将保持较高水平， 水利工程行业投资建设力度将继续加

大。 天风证券预计，“十四五” 期间水利工程规划总投资额

合计可达6.1万亿元，计划完成投资额达3.9万亿元，水利投

资将主要聚焦防洪减灾、供水保障工程、水生态修复、智慧

水利四大方向。

南京燕子矶

G82

项目工地 本报记者 孟培嘉 摄

政策加码房企融资 楼市信心逐步显现

近期，信贷、债券、股

权“三箭” 相继发力支持

房企融资， 市场各方感受

如何？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

南京及周边区域采访部分

银行、 房企以及行业人士

了解到， 业内整体持谨慎

乐观态度。 部分房企加码

布局，土拍、销售等方面积

极信号频现。

●本报记者 孟培嘉

积极与审慎并重

作为支持房企融资的 “第一支箭” ，

信贷政策被寄予厚望。 《关于做好当前金

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

通知》出台以来，一批银行密集与房企签

约，提供授信支持。

具体来看，工、农、中、建、交等国有大

行相继与万科、龙湖等一批头部房企签署

合作协议，同时光大银行、招商银行等全

国性股份制银行跟进，相关授信总额度超

过2万亿元。

“相关政策出台后， 我们第一时间做

了存量项目的梳理， 根据项目实际建设及

销售情况，合理调整还款计划、设定展期方

案，促进项目顺利完工交付。 ” 南京银行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行正加快制定保函

置换预售监管资金业务、 房企跨境融资

“内保外贷”业务的实施细则，协助房地产

企业盘活存量资产， 防范化解房地产企业

流动性风险。

“在合规前提下， 我行会合理安排房

地产贷款的增速及占比， 审慎开展房地产

行业授信业务，平稳有序投放相关贷款。 ”

该负责人表示，将以相关政策部署为原则，

配合“稳增长” 、保障民生稳定，为房地产

企业提供合理、必要的融资支持。

积极与审慎并重是当前不少业内人士

的态度。“市场总体还是比较冷。 ” 南京一

位国有大行支行负责人向记者直言， 目前

在对房企放贷时仍然优选河西、 南部新城

这两个优质片区的项目。 “签约的很多是

意向授信函，最终放款还要看项目质地。 ”

该人士表示，央企、国企的项目贷款总体容

易获批， 对民企则会要求多加一些保障手

段，如组织银团贷款等。

从公开的签约情况看，目前以国有大

行与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居多。“个人判断，

更多中小银行还会观望一段时间。 ” 一位

江苏地区上市银行高管对记者表示，当前

政策的出台对一些头部房企形成了较好

支持。

房产交易数量回升

12月初的一个工作日，记者来到位于

南京市燕子矶片区的华发四季雅筑楼盘，

售楼处稍显冷清。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虽

然没有恢复到首次开盘时需要“摇号” 的

状态， 但近期客户来访情况总体有所好

转。 一公里外的项目现场，塔吊运转、机声

隆隆，多台施工车辆往来进出，已有四五

栋楼接近封顶。 根据计划，楼盘将在2024

年10月实现交付。

南京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当前该项目

共计入网888套， 认购与成交合计520套，去

化率基本达到6成，在片区内表现较好。“小

区配置比较高端， 又是国企开发商的项目，

相对放心一点。 ”一位购房者告诉记者。

12月5日， 华发股份发布2022年度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拟募集资金不超

过60亿元，用于执行“保交楼、保民生” 政

策，同时改善财务结构。 其中，13.5亿元将

投向南京燕子矶G82项目， 即华发四季雅

筑楼盘。

华发股份定增的背景是此前证监会发

布优化房地产股权融资“新五条” ，其中提

出恢复上市房企和涉房上市公司再融资。

一段时间以来，政策层面在信贷、债券、股

权方面相继发力帮助房企融资， 叠加各地

降低首付与公积金贷款利率、 放宽限购等

一系列措施，部分城市成交出现好转。

数据显示，11月份南京新房成交量为

4564套， 相比10月份的3179套提升近

44%，是今年以来单月涨幅之最；二手房方

面，我爱我家数据显示，11月南京二手房成

交量7055套，环比上涨26.7%，结束8月份以

来的下跌态势，但成交均价环比下滑1.9%。

值得注意的是， 从南京的新房销售情

况看， 河西等片区高端改善型住房较为亮

眼。 以11月底开盘的越秀和樾府为例，单

套总价在800万元-1200万元之间，目前去

化率均超过8成，仅有部分低楼层房子未销

售出去。 同时，南京新房未售套数仍居7万

余套高位，去库存压力较大。

经营性现金流回暖是关键

“11月，南京二手房交易实现‘以价

换量’ ， 一定程度上说明价格基本到了此

前持币观望人群的心理位置。 ” 一位长期

观察南京房地产市场的人士向记者分析，

当政策及房企经营的确定性提高后，购房

者会逐步对市场价格产生明确预期，进而

敢于交易。 “置换出二手房的人群可能把

资金投向改善型新房，层层传导。 ”

“目前的政策能解决资金供给侧的

绝大部分问题， 等逐步落实后会有很大

的改善。 ” 江苏一家头部上市房企人士

告诉记者， 目前公司正积极对接相关机

构，推进一些融资项目落地。 该人士同时

强调，当前措施更多是改善融资结构，公

司更关注新房销售市场何时复苏。“经营

性现金流的回暖才能真正让公司回归到

健康状态。 ”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区域房企或不以

房地产作为单一主业的上市公司正逐步加

码地产项目，展现出对市场的信心。

12月初， 苏州开启今年第五批次土

拍，10宗地块全部成交，2宗地块进入触顶

摇号阶段，共揽金132亿元。 其中，高新区

科技城青山路西、科憬路北地块被苏州高

新控股子公司苏州高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以18.2亿元竞得。

今年四季度， 苏州高新及旗下公司接

连竞得三幅城镇住宅用地， 出让面积合计

15.63万平方米，共计耗资35.33亿元，超过

前三季度拿地总额。

黑牡丹则以8.32亿元拍下常州市一块

商、住用地，同时通过控股二级子公司向

常州环龙星辰置业有限公司增资，并表示

将视其经营情况决定是否进一步收购控

股权。

“公司拍地及增资参股房地产公司，

是在当前房地产市场状况下充分考虑相关

风险因素基础上所做的投资决策。 ” 黑牡

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公司关注市场的

内生增长动力， 短期对住宅市场复苏的看

法仍偏中性， 但认为整体市场需求在中长

期有望保持稳定。

“政策出台后， 近期已有多家银行、

券商等机构主动来公司沟通股权及债权

市场再融资方案的可行性。 我们将择机

开展融资业务，增加公司资金储备，确保

项目如期交付。” 上述黑牡丹相关负责人

表示。

政策加码房企融资 楼市信心逐步显现

本报记者 孟培嘉

近 期 ， 信 贷 、 债 券 、 股 权 “三 箭 ” 相 继 发 力 支 持 房 企 融 资 ， 市 场 各 方 感 受 如 何 ？ 中 国 证 券 报 记 者 在 南 京 及 周 边 区 域 采 访 部 分 银 行 、 房 企 以 及 行 业 人 士 了 解 到 ， 业 内 整 体 持 谨 慎 乐 观 态 度 。 部 分 房 企 加 码 布 局 ， 土 拍 、 销 售 等 方 面 积 极 信 号 频 现 。

房产交易数量回升

12月初的一个工作日，记者来到位于南京市燕子矶片区的华发四季雅筑楼盘，售楼处稍显冷清。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虽然没有恢复到首次开盘时需要“摇号”的状态，但近期客户来访情况总体有所好转。 一公里外的项目现场，塔吊运转、机声隆隆，多台施工车辆往来进出，已有四五栋楼接近封顶。 根据计划，楼盘将在2024年10月实现交付。

南京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当前该项目共计入网888套，认购与成交合计520套，去化率基本达到6成，在片区内表现较好。 “小区配置比较高端，又是国企开发商的项目，相对放心一点。 ”一位购房者告诉记者。

12月5日，华发股份发布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拟募集资金不超过60亿元，用于执行“保交楼、保民生”政策，同时改善财务结构。 其中，13.5亿元将投向南京燕子矶G82项目，即华发四季雅筑楼盘。

华发股份定增的背景是此前证监会发布优化房地产股权融资“新五条” ，其中提出恢复上市房企和涉房上市公司再融资。 一段时间以来，政策层面在信贷、债券、股权方面相继发力帮助房企融资，叠加各地降低首付与公积金贷款利率、放宽限购等一系列措施，部分城市成交出现好转。

数据显示，11月份南京新房成交量为4564套，相比10月份的3179套提升近44%，是今年以来单月涨幅之最；二手房方面，我爱我家数据显示，11月南京二手房成交量7055套，环比上涨26.7%，结束8月份以来的下跌态势，但成交均价环比下滑1.9%。

值得注意的是，从南京的新房销售情况看，河西等片区高端改善型住房较为亮眼。 以11月底开盘的越秀和樾府为例，单套总价在800万元-1200万元之间，目前去化率均超过8成，仅有部分低楼层房子未销售出去。 同时，南京新房未售套数仍居7万余套高位，去库存压力较大。

积极与审慎并重

作为支持房企融资的“第一支箭” ，信贷政策被寄予厚望。 《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出台以来，一批银行密集与房企签约，提供授信支持。

具体来看，工、农、中、建、交等国有大行相继与万科、龙湖等一批头部房企签署合作协议，同时光大银行、招商银行等全国性股份制银行跟进，相关授信总额度超过2万亿元。

“相关政策出台后，我们第一时间做了存量项目的梳理，根据项目实际建设及销售情况，合理调整还款计划、设定展期方案，促进项目顺利完工交付。 ”南京银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行正加快制定保函置换预售监管资金业务、房企跨境融资“内保外贷”业务的实施细则，协助房地产企业盘活存量资产，防范化解房地产企业流动性风险。

“在合规前提下，我行会合理安排房地产贷款的增速及占比，审慎开展房地产行业授信业务，平稳有序投放相关贷款。 ”该负责人表示，将以相关政策部署为原则，配合“稳增长” 、保障民生稳定，为房地产企业提供合理、必要的融资支持。

积极与审慎并重是当前不少业内人士的态度。 “市场总体还是比较冷。 ”南京一位国有大行支行负责人向记者直言，目前在对房企放贷时仍然优选河西、南部新城这两个优质片区的项目。 “签约的很多是意向授信函，最终放款还要看项目质地。 ”该人士表示，央企、国企的项目贷款总体容易获批，对民企则会要求多加一些保障手段，如组织银团贷款等。

从公开的签约情况看，目前以国有大行与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居多。 “个人判断，更多中小银行还会观望一段时间。 ”一位江苏地区上市银行高管对记者表示，当前政策的出台对一些头部房企形成了较好支持。

经营性现金流回暖是关键

“11月，南京二手房交易实现‘以价换量’ ，一定程度上说明价格基本到了此前持币观望人群的心理位置。 ”一位长期观察南京房地产市场的人士向记者分析，当政策及房企经营的确定性提高后，购房者会逐步对市场价格产生明确预期，进而敢于交易。 “置换出二手房的人群可能把资金投向改善型新房，层层传导。 ”

“目前的政策能解决资金供给侧的绝大部分问题，等逐步落实后会有很大的改善。 ”江苏一家头部上市房企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公司正积极对接相关机构，推进一些融资项目落地。 该人士同时强调，当前措施更多是改善融资结构，公司更关注新房销售市场何时复苏。 “经营性现金流的回暖才能真正让公司回归到健康状态。 ”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区域房企或不以房地产作为单一主业的上市公司正逐步加码地产项目，展现出对市场的信心。

12月初，苏州开启今年第五批次土拍，10宗地块全部成交，2宗地块进入触顶摇号阶段，共揽金132亿元。 其中，高新区科技城青山路西、科憬路北地块被苏州高新控股子公司苏州高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18.2亿元竞得。

今年四季度，苏州高新及旗下公司接连竞得三幅城镇住宅用地，出让面积合计15.63万平方米，共计耗资35.33亿元，超过前三季度拿地总额。

黑牡丹则以8.32亿元拍下常州市一块商、住用地，同时通过控股二级子公司向常州环龙星辰置业有限公司增资，并表示将视其经营情况决定是否进一步收购控股权。

“公司拍地及增资参股房地产公司，是在当前房地产市场状况下充分考虑相关风险因素基础上所做的投资决策。 ”黑牡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关注市场的内生增长动力，短期对住宅市场复苏的看法仍偏中性，但认为整体市场需求在中长期有望保持稳定。

“政策出台后，近期已有多家银行、券商等机构主动来公司沟通股权及债权市场再融资方案的可行性。 我们将择机开展融资业务，增加公司资金储备，确保项目如期交付。 ”上述黑牡丹相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