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注 2016年10月22日 星期六 5

根据深圳市泰宇贸易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
圳办事处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
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深圳市泰宇贸易有限公司。深
圳市泰宇贸易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深圳市泰宇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深圳市泰宇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附债权转让公告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债务人

深圳市高登工艺制品
有限公司

深圳市顶点先进科技
有限公司

深圳市顶点照明设备
有限公司
深圳深茂皮件加工制
品厂
深圳振汇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
深圳宝安永信实业发
展公司
深圳市光禾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深圳市吉立电气公司
深圳鸿宝华丝绸时装
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恒实业公司

担保方式

保证+抵
押+质押

保证+抵
押+质押

保证+质押

保证

抵押

抵押

保证

抵押

保证

保证

主要资产分布

高登工业园 100,015.16㎡
土地使用权抵押；借款人
应收账款质押。
高登工业园土地使用权顺
位抵押；高登工艺 100%股
权质押；应收账款质押
乳山顶点公司 100%股权；
借款人应收账款。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标的债权余额（人
民币：元）

187,778,839.93

71,411,600.47

33,677,128.11

1,600,291.05

6,525,953.23

7,904,672.98

8,485,207.57

10,382,795.32

6,911,711.29

4,416,815.97
339,095,015.92

深圳市泰宇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

2016年10月22日

深圳市泰宇贸易有限公司
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以下单位《金融许可证》不慎遗失，声明作废。其要素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路支行

许可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

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 9月 15日

住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路 41号（中原路与文化宫路交叉口）

机构编码：B0006S24101001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金融许可证流水号：00300064

发证日期：2007年 5月 21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原路支行
2016年10月22日

遗 失 声 明
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暨南大学、中山市委宣传

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华侨华
人“中山文学奖”（原“中山杯”华侨文学奖），已完成作
品评审工作，现对拟获奖作品进行公示，时间从 2016
年 10 月 22 日—10 月 31 日（10 天）。如有疑议，请致
电 ：18826027003；邮 箱 ：672268509@qq.com；联 系
人：罗筱。

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组委会
2016年10月22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作品名称

长篇小说《甲骨时光》

长篇小说《1979年纪事》

长篇小说《米米朵拉》

长篇小说《台北恋人》

长篇小说《天外》

长篇小说《纸鱼缸》

长篇小说《无穷镜》

中篇小说集《挫指柔》

散文集《长声闲话》

诗集《初心》

作者

陈 河

陈永和

虹 影（女）

蓝博洲

林 湄（女）

余泽民

陈 谦（女）

陈 九

李长声

王性初

国籍或地区

加拿大

日 本

英 国

中国台湾

荷 兰

匈牙利

美 国

美 国

日 本

美 国

备注

（1套 5
本）

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获奖
作品公示

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获奖作品

距离20多个城市出台楼

市调控新政仅仅半个月，过热

的市场就开始降温。这说明

以问题为导向、针对性极强的

调控政策正产生积极效果。

但由于各城市政策力度不一，

执行效果不同，部分执行力度

不大、效果不明显的城市应追

随力度强劲、落实到位的城

市，进一步加大政策的执行力

度，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

展——

10 月 21 日，国家外汇
管理局发布的外汇收支数据
显示，2016 年前三季度，银
行累计结售汇逆差 1.6 万亿
元人民币。9 月份，银行结
售汇逆差 1897 亿元人民币，
较 8 月 份 逆 差 规 模 扩 大
1263亿元人民币。

尽管月度数据显示近期
资本流出压力加大，但从季度
数据看，近期结售汇和涉外收
支逆差规模相对年初时有所
缩减。2016 年一季度，银行
结售汇逆差 1248 亿美元，第
二季度是490亿美元，第三季
度是 696 亿美元。从银行代
客涉外收付款数据看，前三个
季度的逆差分别为1123亿美
元、565 亿美元和 855 亿美
元。涉外外汇收付款在一季
度为逆差366亿美元，第二和
第三季度转为顺差 107 亿美
元和176亿美元。

前三季度外汇收支的另
一个特点是结汇率先升后
降。2016 年一季度，衡量结
汇意愿的结汇率，就是客户
向银行卖出外汇与客户涉外
外汇收入之比为 59%，二季
度 升 至 63% ，三 季 度 重 回
59%。从境内外汇存款余额
看，一季度增加 341 亿美元，
二、三季度分别减少 111 亿
美元和 54 亿美元。其中，个
人外汇存款余额在前三个季
度 的 增 幅 分 别 是 115 亿 美
元、14 亿美元和 36 亿美元，
显示当前市场主体持汇意愿
总体较年初减弱。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外汇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英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汇
供求平衡状况总体是好转的，第三季度结售汇逆差比二季
度扩大主要是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旅行和投资
收益两大方面，其一，暑期和国庆假期前通常是国内居民
境外留学或者旅游购汇的高峰期。其二，今年第三季度投
资收益项下结售汇逆差比第二季度扩大了82亿美元。

近期，一些有利于跨境资本流动均衡发展的积极因
素继续显现。王春英认为，这些积极因素会在未来继续
发挥促进外汇供求平衡的作用。

王春英表示，企业对外债务去杠杆化可能告一段落，
跨境融资需求回升。今年 6 月末，全口径外债余额比 3
月末增长了 2%，初步逆转了 2015 年二季度以来持续下
降的态势；同时，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的规模提
升。截至今年 9 月末，境外机构持有境内债券余额已经
连续 7 个月上升，其中，8 月份、9 月份增幅分别是 491 亿
元和 767亿元人民币，屡创新高。

10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调247个基点至6.75
下方，延续了月初以来的走弱态势。王春英认为，人民币汇率
走弱主要是由于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推动美元汇率走强。

10 月份以来 （截至 20 日），美元指数累计上涨
3%，受此影响，全球主要发达和新兴市场货币普遍下
跌，超过 100 种货币对美元有不同程度的贬值。同期，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和境内外市场汇率累计分别下
跌 0.8%、1%和 1.1%，跌幅在全球范围内并不大。同
时，虽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所贬值，但对一篮子多边
汇率升值。数据显示，10 月份以来，CFETS、BIS 和
SDR 三个篮子的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累计分别上涨
0.2%、0.2%和 0.8%。

前九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逆差一点六万亿元

—
—

人民币汇率短期波动属正常

本报记者

张

忱

河北省石家庄市西二环沿线的楼盘（10月 8日摄）。 新华社记者 牟 宇摄

浙江嘉兴银行业支持“双创”出实招
本报讯 近来，支持“双创”成为浙江嘉兴银行业的

服务重点，先后有 13 家银行机构开办了大学生创业贷款
业务。据统计，两年来，在嘉兴银监分局的支持下，当地
银行业共计发放该类贷款 3405笔、11.66亿元，支持创业
大学生 2400余人，直接或间接创造就业岗位近万个。

据介绍，为更有针对性地服务好大学生创业人群，嘉
兴银行业还不断创新业务内容。从办理时效上，开辟贷
款绿色通道，银行贷款从授信到放款一般不超过 7 个工
作日；从贷款利率上，对大学生创业贷款平均利率约为
5.5%，低于一般贷款平均利率；从还款方式上，提高灵活
性，对大学生创业贷款大部分采用无还本续贷方式，减少
转贷成本。 （杨光耀）

本报北京 10 月 21 日讯 记者
张忱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
2016 年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
计报告显示，当前，房地产开发贷款
增速回落，个人购房贷款增长较快，
住户经营性贷款增速回升。

2016 年 9 月末，人民币房地产
贷款余额 25.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2%，增速比上月末高 0.6 个百分
点；1 月至 9 月份增加 4.32 万亿元，
同比多增 1.5万亿元。

此外，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达
7.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7.6%，比上月
末低 0.4 个百分点。其中，房产开发
贷 款 余 额 5.47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6%，增速比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
主要是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快速增
加，月末余额 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6%；地产开发贷款余额 1.57 万亿
元，同比增长0.9%。个人购房贷款余
额 17.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4%，增
速比上月末高0.9个百分点。

2016年 9月末，个人购房贷款余额 17.93万亿元——

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微降

10 月 2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9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以及 10 月上半月 15
个热点城市房价指数。数据显示，一线和部
分热点二线城市在出台调控政策一段时间
后，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房价过快过
高的涨幅得到遏制，走势开始趋稳。

热点城市涨幅回落

为快速反映近期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国
家统计局首次发布当月住宅销售价格数
据。数据显示，10 月上半月 15 个热点城市
出台并实施调控新政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环比指数均已降低，涨幅回落明显。“其中，
与 9 月份相比，深圳和成都房价指数环比已
经出现下降，降幅分别为 0.3%和 0.1%；其
他城市环比涨幅也都明显回落，回落幅度在
1.0 至 3.8 个百分点之间。”国家统计局城市
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说。

今年 9 月底到国庆期间，针对过快上涨
的房价，北京、天津、南京、深圳等 22 个城市
相继发布楼市调控政策，从严限贷限购。市
场降温首先表现在大幅萎缩的成交量上。

“从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成交量看，一线和部
分热点二线城市中，10 月上半月的成交量
比 9 月下半月明显下降。其中，成交量环比
下降 80%至 60%的城市有 4 个，下降 60%至
40%的城市有 3 个，下降 40%至 20%的城市
有 3个。”刘建伟说。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 20 日，出台调控政策的 22 个城市 10
月份市场成交平均下调幅度达到 40%左
右。“从北京购房资格核验情况看，10 月 1
日至 16 日为 1.74 万户，较 9 月份同比涨幅
回落 50 个百分点。”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
大伟表示，楼市成交量减少会促使房价涨幅
回落。从市场价格看，北京、深圳、合肥、苏
州、南京等地已出现二手房降价的现象。

区域分化依然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市场地区分化依
然明显。“9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和
部分热点二线城市与其他城市的房价走势
有明显差异。”刘建伟表示，从环比看，一线
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涨幅在 2%以上的城市有 14 个；其余城市
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 6
个，持平的城市有 1 个，涨幅在 2%及以内的
城市有 40 个。从同比看，一线和部分热点

二 线 城 市 中 ，新 建 商 品 住 宅 价 格 涨 幅 在
10%以上的城市有 14 个；其余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 6 个，涨幅在
10%以内的城市有 42个。

总量过剩、分化明显，这是当前我国
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特征。今年以来，一线
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房价迅猛增长，但
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较慢，甚至出现负
数。有专业机构报告显示，根据重点城市
可售面积及出清周期数据，一二线热点城
市平均去化时间在 8.5 个月以内，多数三
四线城市去化时间超过 15 个月，有些城市
甚至在 20个月以上。

价格的分化表现更加直观，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之间涨幅有别。据统
计，上半年一线城市平均累计上涨 12.79%，
二线城市平均累计上涨 5.33%，三线城市平
均累计上涨 4.27%，部分环一线的二线热点
城市平均涨幅更是超过 25%。

不同城市之间，楼市供需的基本面也发
生了根本改变。一线城市和核心二线城市
的库存大量消耗，供应缺口明显。大量非核
心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则面临着巨大的库存
压力，即使下调价格，去化进程仍然缓慢。

执行力度前所未有

从数据统计和市场反应看，本轮以问题
为导向、针对性极强的调控政策正产生积
极效果。“本轮房地产调控政策最大特点是
执行力强。仅半个月，过热的市场就开始降
温，政策的落地效果非常明显。”张大伟表
示，从政策执行力度看，这是过去十几年房
地产调控执行力度中最大的一次。

此次各地调控升级力度强劲，限购、信
贷等关键内容在新政中均有详细涉及。同
时，调控政策还采取多种方式加强了对土地
供应的调节，效应也已传导到土地市场。相
比调控前市场最火爆的 8 月和 9 月份，成交
的高价地数量开始减少。

业内人士认为，下一阶段必须更加严格
执行调控政策，进一步细化落实具体措施，
以巩固良好的开端。未来房地产调控政策
将不仅仅是分城施策，更多地将会升级到一
城一策、一城多策。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和
市场运行，让小城市楼市活跃起来，让大城
市冷静下来。同时，由于各城市政策力度不
一，效果不同，为巩固调控效果，部分力度不
大的城市应追随力度强劲、落实到位的城
市，进一步加大政策的执行力度。

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当月住宅销售价格数据，15 个热点城市上榜——

热点城市退烧 政策疗效初显
本报记者 许红洲

2016年前三季度，部分城市房价

出现集中、过快上涨，引发市场普遍

担忧。20多个热点城市及时出手，因

城施策，限贷限购，多管齐下，遏制了

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当前，社会预期

有所改变，市场上投机、非理性行为

开始降温。

此轮房价过快上涨，以资金的

高杠杆为主要特征。但具体到各个

热点城市，表现又不尽相同。可

见，分类指导，因城施策，乃至一

区一策，已属必然。此次调控中，

北上广即便同居一线城市方阵，但

调控政策却各有侧重：北京重在遏

制非普通商品住房炒作，上海重点

加强住房交易资金来源监管，而前

期房价上涨幅度相对不高的广州，

则是重点加大了差别化信贷的执行

力度。从调控效果来看，“量身定

制”的个性化调控，更能把准各地

房地产市场的经脉，更有利于推动

房市回归有序轨道。

在因城施策的同时，政府还应精

准发力，保障房地产的民生属性，这

也是楼市调控的应有之义。一方面，

调控不能误伤首次置业的刚需，并尽

量考虑居民合理的改善性需求，同

时，还要遏止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投

机行为，这无疑对各地政府的调控水

平和调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

方面，政府要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加

大限价房、经适房、廉租房等保障性

住房入市的力度与频次，让中低收入

者“住有所居”。

应该看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的“角”，不仅仅是少数一二线热

点城市，还有数量庞大的三四线城

市。当前，三四线城市正面临着较

大的去库存压力。随着城镇化的推

进和“1 亿人进城”目标的实现，

更多住房需求也将被激发。因此，

完善政策、加强配套、创造环境，

积极引导社会资金进入三四线城

市，也是不应忽视的功课。

推动房市回归有序轨道
文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