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配置效率 土地市场出现新变化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期，北京首宗“住宅+产业+配套”组合用地以112亿元底价成功出让，创下北京地区集中供地以来单宗地块出让金额新纪录。 另外，上海、广州等城市土地市场近期也出现新变化。 业内人士表示，土地供应作为新房供给的源头，对房地产市场影响巨大。 创新供地方式，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未来政策有望对土地市场进行统筹安排，盘活存量土地。

部分房企积极拿地

招商蛇口近日披露的销售及购得土地使用权情况简报显示，2024年5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79.28万平方米，实现签约销售金额190.16亿元。 2024年1-5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面积336.91万平方米，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金额778.47亿元。 拿地方面，招商蛇口公告显示，自2024年4月销售及购地情况简报披露以来，公司近期新增广州市黄埔区护林路以南、镇东路以东HPG-DS-26地块和深海科技城YK02-11-01地块，公司需支付价款分别为13.16亿元和4599万元。

保利发展近日披露，公司新增加房地产项目2个，分别位于上海市杨浦区齐齐哈尔路西侧地块和中山市东区齐乐路西侧地块，保利发展需支付价款分别为13.41亿元和16488万元。

中国建筑披露的经营情况简报显示，2024年前5个月，中国建筑实现新签合同总额18106亿元，同比增长12%。 建筑业务实现新签合同额16747亿元，同比增长17.5%。 地产业务方面，1-5月合约销售额为1359亿元，合约销售面积为486万平方米，期末土地储备8494万平方米，新增土储291万平方米。

部分房企近期没有新增土地储备。 首开股份近日披露的销售情况简报显示，2024年5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10.08万平方米，签约金额23.41亿元。 2024年1-5月，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53.83万平方米，同比降低52.07%；签约金额为111亿元，同比降低61.8%。 自2024年4月销售简报发布以来，公司没有新增土地储备。

平均溢价率下降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4年1-5月，全国300城成交楼面均价为1550元/平方米，同比下跌10.78%；平均溢价率为3.69%，较去年同期下降1.85个百分点；各类用地出让金达6021.98亿元，同比下降31.84%。 2024年1-5月，全国300城共流拍地块233宗，流拍率为19.81%，较去年同期增加4.27个百分点。

从城市能级看，2024年1-5月，一线城市共推出住宅用地规划建筑面积为40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9.9%；2024年1-5月，一线城市成交楼面价均价为28321元/平方米，同比增长25.2%；溢价率为5.8%。 2024年1-5月，二线城市共推出住宅用地规划建筑面积为338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0.9%；成交面积为257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1.8%。 2024年1-5月，三四线城市共推出住宅用地规划建筑面积505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5.8%；三四线城市成交楼面均价为2663元/平方米，同比下降13.6%；溢价率为2.1%，较上年同期下降4.2个百分点。

根 据 天 风 证 券 研 报 ， 当 前 ， 土 地 成 交 面 积 整 体 偏 弱 。 截 至 6月9日，100个大中城市成交土地规划建筑面积为992.73万平方米，土地溢价率为4.62%。

构建发展新模式

6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房地产业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经济运行和金融稳定大局。 要充分认识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着力推动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继续研究储备新的去库存、稳市场政策措施。 对于存量房产、土地的消化、盘活等工作既要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又要稳妥把握、扎实推进。 要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市场+保障”住房供应体系，改革相关基础性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近期，部分地区土地市场出现新变化。

6月13日，北京市出让朝阳区孙河乡前苇沟、酒仙桥及电子城区域地块组合。 这是北京首宗“住宅+产业+配套”组合用地，最终由中建智地、北京朝开公司及江苏绿建联合体以112亿元底价拿下。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分析认为，单宗地块出让价格达到112亿元，打破北京近年来土地出让历史纪录，也是实行集中供地以来北京土拍市场单宗最高纪录。 房企积极参与，地块最终成功出让，说明这些房企看好当地市场。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此次创新供地方式，旨在以五环内优质资源带动五环外潜力板块及重点功能区高端产业板块的土地供应，打造更加宜居、宜业的城市空间，推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落地实施。

在此之前，6月7日，上海发布今年第三批次商品住房用地出让公告，共计4幅地块，其中2幅地块位于中心城范围，1幅地块位于主城片区，1幅地块位于新城。 出让总面积约15.29公顷，起始总价84.21亿元。 本批次商品住房用地出让，是“沪九条”出台后的首批土地出让。 自该批次起，上海取消商品住房用地溢价率10%的上限要求，成交地价由市场化竞价确定，进一步提升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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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收储”力度 推进再贷款

政策持续发力保障性住房供给

●本报记者 董添

近日，包括惠州、贵阳在内的多个地区出台保障性

住房“收储”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大收储力度。 业内人

士认为， 收购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可以加大保障性

住房供给，同时有利于楼市库存去化。 此外，相关房企

回笼资金可用于支持在建工程，助力保交房。

收购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

《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征集商品房用作

保障性住房的公告》近日发布，拟由政府选定的专业

化国有企业作为收购主体， 以合理价格收购在惠州市

行政区域征集的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

房。 征集时间为2024年6月17日至7月17日。 征集范围

包括惠州市域内7个县（区）中心区域内已建成未出

售的商品房房源。

惠州市住建局规定， 收购房源需满足资产负债和

法律关系清晰、已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证明、单套面积在

120平方米以下、房源权属清晰可交易、房源所属项目

周边交通等配套设施完善且满足一定车位配比， 其中

将优先选取整栋或整单元未售、 可实现封闭管理的楼

栋项目。参与收购房源征集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资质

证书、项目竣工验收备案证明、资产负债和法律关系说

明等材料。

贵阳市人民政府网站6月17日消息， 贵阳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就《进一步促进贵阳市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鼓励国有

企业以合理价格按照“以需定购” 原则收购商品房用

作保障性住房、安置房，大力推行“房票”安置，加快推

进未建成交付安置房清零。

助力房地产市场企稳恢复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分析认为， 收购

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可以发挥多重作用。 一是有利

于加快保障性住房供给；二是有利于楼市库存的去化；

三是本轮将收储对象定为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 房企

出售已建成商品房回笼的资金可用于支持在建工程，

助力保交房。

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

嘉表示， 以收购存量房的方式筹集保障性住房不仅能

缩短筹建周期，也更适应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

收购库存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的相关政策仍有进一

步完善空间。例如，未来地方政府在收购存量商品住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时， 要先确定本地需要多少保障性住

房，以及保障性住房的类型、户型及区位，并根据需要

在存量市场收购房源。

业内人士认为， 政府收购存量商品住房等模式刚

刚开始， 未来随着各城市大面积推广， 预计将对去库

存、稳市场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将有利于加快房地产

市场的企稳恢复。

部署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工作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按照

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全国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视频会议

部署，6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保

障性住房再贷款工作推进会， 调研推广前期租赁住房

贷款支持计划试点经验， 部署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推进

工作。

会议指出，房地产业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切实利益，

关系经济运行和金融稳定大局。 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

款，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

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

保障性住房配售或租赁， 是金融部门落实中共中央政

治局关于统筹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 推动构

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通过市场化

方式加快推动存量商品房去库存， 加大保障性住房供

给，助力保交房及“白名单” 机制。

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下一步，为落实好保障性住

房再贷款政策，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工作专班，提

高政策落地效率； 二是严格避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三是地方政府在权限内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降低

实施主体经营成本；四是坚持市场化运营，确保合理定

价，培育专业化企业；五是银行要主动加强与城市政府

和实施主体的对接；六是建立严密的制度规范，防范道

德风险，防止腐败行为。

长城证券研报显示， 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支持国企

收储未售新房是监管部门支持存量商品房去库存的重

要一步。这次会议的召开，意味着推动保障性住房再贷

款进入实质落地阶段。

5月17日， 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设立3000亿元保障

性住房再贷款，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

原则， 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

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预计带动

银行贷款5000亿元。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消化存量房产已成为房地产政策的重心之一。近期

推出的放松限购、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降低首付比

例、推动房贷利率下行等一系列措施，都有助于房地产

市场去库存。中国人民银行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有

利于降低房地产行业库存，改善开发商流动性，更好地

推动实现保交楼工作。

部分房企积极拿地

招商蛇口近日披露的销售及购得土地使用权情况简报显

示，2024年5月，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79.28万平方米，实现签

约销售金额190.16亿元。 2024年1-5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销售

面积336.91万平方米，累计实现签约销售金额778.47亿元。 拿地

方面，招商蛇口公告显示，自2024年4月销售及购地情况简报披

露以来， 公司近期新增广州市黄埔区护林路以南、 镇东路以东

HPG-DS-26地块和深海科技城YK02-11-01地块， 公司需支

付价款分别为13.16亿元和4599万元。

保利发展近日披露，公司新增加房地产项目2个，分别位于

上海市杨浦区齐齐哈尔路西侧地块和中山市东区齐乐路西侧地

块，保利发展需支付价款分别为13.41亿元和16488万元。

中国建筑披露的经营情况简报显示，2024年前5个月，中国

建筑实现新签合同总额18106亿元，同比增长12%。 建筑业务实

现新签合同额16747亿元，同比增长17.5%。 地产业务方面，1-5

月合约销售额为1359亿元，合约销售面积为486万平方米，期末

土地储备8494万平方米，新增土储291万平方米。

部分房企近期没有新增土地储备。 首开股份近日披露的销

售情况简报显示，2024年5月， 公司实现签约面积10.08万平方

米，签约金额23.41亿元。 2024年1-5月，公司共实现签约面积

53.83万平方米，同比降低52.07%；签约金额为111亿元，同比降

低61.8%。 自2024年4月销售简报发布以来，公司没有新增土地

储备。

提升配置效率 土地市场出现新变化

近期，北京首宗“住宅+产业+配套” 组

合用地以112亿元底价成功出让， 创下北京

地区集中供地以来单宗地块出让金额新纪

录。 另外，上海、广州等城市土地市场近期也

出现新变化。 业内人士表示，土地供应作为

新房供给的源头， 对房地产市场影响巨大。

创新供地方式， 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未来政策有望对土地市场进行统筹安排，盘

活存量土地。

●本报记者 董添

构建发展新模式

6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房地产业发展关系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经济运行和金融稳定大局。 要充分认识

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

期待，着力推动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继续研究储备新的去

库存、稳市场政策措施。 对于存量房产、土地的消化、盘活等工

作既要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又要稳妥把握、扎实推进。 要加快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完善“市场+保障” 住房供应体系，改

革相关基础性制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近期，部分地区土地市场出现新变化。

6月13日，北京市出让朝阳区孙河乡前苇沟、酒仙桥及电子

城区域地块组合。这是北京首宗“住宅+产业+配套”组合用地，

最终由中建智地、 北京朝开公司及江苏绿建联合体以112亿元

底价拿下。

北京链家研究院院长高原分析认为，单宗地块出让价格达

到112亿元，打破北京近年来土地出让历史纪录，也是实行集中

供地以来北京土拍市场单宗最高纪录。 房企积极参与，地块最

终成功出让，说明这些房企看好当地市场。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相关负责人此前表示，此次创新

供地方式，旨在以五环内优质资源带动五环外潜力板块及重点

功能区高端产业板块的土地供应，打造更加宜居、宜业的城市空

间，推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落地实施。

在此之前，6月7日， 上海发布今年第三批次商品住房用地

出让公告，共计4幅地块，其中2幅地块位于中心城范围，1幅地

块位于主城片区，1幅地块位于新城。 出让总面积约15.29公顷，

起始总价84.21亿元。本批次商品住房用地出让，是“沪九条” 出

台后的首批土地出让。 自该批次起，上海取消商品住房用地溢

价率10%的上限要求，成交地价由市场化竞价确定，进一步提升

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效率。

平均溢价率下降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2024年1-5月，全国300城成交楼面

均价为1550元/平方米，同比下跌10.78%；平均溢价率为3.69%，

较去年同期下降1.85个百分点； 各类用地出让金达6021.98亿

元，同比下降31.84%。2024年1-5月，全国300城共流拍地块233

宗，流拍率为19.81%，较去年同期增加4.27个百分点。

从城市能级看，2024年1-5月，一线城市共推出住宅用地规

划建筑面积为40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9.9%；2024年1-5月，一

线城市成交楼面价均价为28321元/平方米，同比增长25.2%；溢

价率为5.8%。 2024年1-5月，二线城市共推出住宅用地规划建

筑面积为338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0.9%；成交面积为2574万平

方米，同比下降41.8%。 2024年1-5月，三四线城市共推出住宅

用地规划建筑面积5056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5.8%；三四线城市

成交楼面均价为2663元/平方米， 同比下降13.6%； 溢价率为

2.1%，较上年同期下降4.2个百分点。

根据天风证券研报，当前，土地成交面积整体偏弱。 截至

6月9日，100个大中城市成交土地规划建筑面积为992.73万平

方米，土地溢价率为4.62%。

视觉中国图片

视觉中国图片

与巨头掰手腕的

“国货之光”

（上接A01版）

做品牌：提升企业软实力

“没有品牌就没有办法向价值链的上端

攀升， 永远吃不到利润最高的那部分 ”

“1997年之后， 企业贴牌生产的利润空间越

来越小”“在企业自创品牌意识觉醒和政府

政策引导下， 晋江的企业开始致力于品牌开

发” ……晋江运动鞋服产业“做品牌” 的声

量越来越大。

如果问：“从一个30多年前的制鞋作坊

到今天变成中国第一、 全球前三的运动鞋服

企业，除了在产品研发上的大量投入，安踏还

做对了什么？ ”

答案将是：“坚定的使命与愿景，正确的

战略和高效的执行。 ”姚鹏告诉记者：“安踏

在实践中创造了‘多品牌+零售’ 的独特商

业模式， 为体育用品行业贡献了企业增长的

安踏样本。 ”

2023年， 安踏实现收入623.56亿元人民

币，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2%。 分品牌

看， 安踏品牌的收入同比增长9.3%至303.06

亿元；FILA品牌的收入同比增长16.6%至

251.03亿元； 所有其他品牌的收入同比增长

57.7%至69.47亿元。

“从行业需求变化看， 消费者对体育用

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呈消费两极化、场景

专业化、人群圈层化、赛道细分化趋势。 安踏

集团的多品牌战略， 差异化布局不同的运动

场景和消费层级， 实现从需求广度到需求深

度的全覆盖， 顺应和满足了这种市场需求的

更迭。”姚鹏说，“在安踏的品牌组合内部，每

个品牌都有清晰独特的差异化定位， 彼此之

间不‘内卷’ ， 品牌之间也能发挥出协同效

应。 ”

361°则采取了多维营销战略， 聚焦专

业运动， 在不断强化品牌专业运动基因的同

时，努力开拓新生代细分市场。 同时，创造自

有IP打造社群，让品牌、产品和消费者高效联

动，国货品牌运营在下沉中实现升维。杨悠介

绍，2023年“三号赛道” 在厦门成立全国首

个俱乐部，强化竞技性，提升专业跑者和精英

跑者中的影响力；“触地即燃” 与“村BA” 联

动， 规模扩大， 参赛人数和场次创新高。

“2024年， 我们计划在全国举行大概100场

的自有IP活动。 ” 杨悠说。

聚产业：写就互促共生好故事

一城侨风海韵，千载人文晋江。这个成功

培育出安踏、361°、特步等一批体育龙头企

业，拥有价值超2500亿元体育产业、超3000

亿元鞋服产业集群的地方， 晋江的县域经济

常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前十位，2023年县域经

济基本竞争力居全国第四位。

如今，晋江打造了鞋类化工、鞋材、鞋

成品、鞋机、专业化市场等要素为一体的产

业配套链条， 囊括了一双鞋从原料采购到

生产销售的全过程。 晋江纺织鞋服涉及上

下游企业数以万计， 拥有产值超10亿元的

企业52家、超50亿元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

新企业57家， 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配套和

产业体系。

“安踏发源于晋江， 与晋江彼此依赖、

共同成长。 今天，运动鞋服产业已变成晋江

的城市名片。 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当地高

度健全和成熟的产业集群、 政通人和的营

商环境， 也不可能有今天占据中国体育用

品大半壁江山的闽系品牌群。 ” 姚鹏表示，

在周围几平方公里之内，能找齐可以造出一

双运动鞋所需要的全部原材料，对一家企业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可以降低整个

供应链的成本。 此外，产业集群的存在可以

保持资源在一定范围内流动， 以形成协同

效应。

过去二十年， 中国运动鞋服产业的发展

历程跌宕起伏。 近几年，在中国市场上，中国

品牌在与耐克、 阿迪达斯的比拼中逐渐占据

上风。面对经济形势等宏观环境影响，运动鞋

服行业的从业者们依旧信心满满。

“运动鞋服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我

们对行业的发展有信心。 ”杨悠表示，消费者

不再一味追求价格高或品牌溢价高的产品，

反而成为推动361°业绩增长的重要因素：

361°渠道覆盖三四线城市后， 突出的质价

比使其更受消费者的青睐。

在姚鹏看来， 运动鞋服产业面临最大

的挑战在于企业能否顺应消费趋势变化，

更好地满足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回过头

看，在30多年的时间里，安踏先后把握住了

专业健身、运动与时尚结合、户外运动兴起

等几波大规模的市场需求趋势。 ” 姚鹏表

示，“站在未来看现在，以终为始的决策力、

高标准对标的自驱力和说到做到打胜仗的

执行力， 帮助安踏能够持续地做成难而正

确的事情。 ”

政府之手， 是推动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

力量。 黄金发表示，晋江市政府将做好“引路

人、推车手、服务员” 的角色，支持企业创新

发展。 主动作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建立千

名干部进千企和政企早午晚餐会机制， 靠前

服务企业，帮扶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千方百计

为企业发展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