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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经济稳中向好、结构调整持续深化的情况下，房地产投

资增速趋缓实属正常现象。业内人士认为，各项先行指标显示，中国

房地产正逐渐由增量市场进入存量市场。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各地纷纷加快推进房地产市场

长效机制建设，房地产市场下一步平稳健康运行的态势会得到加强

下半年将全面推进 165 项重大工程
形成“开工建设一批、投产达标一批、储备报批一批”的循环机制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1 月份至 7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
发投资同比增长 7.9%，增速比 1 月
份至 6 月份回落 0.6 个百分点，商品
房待售面积比 6 月末减少 1081 万平
方米。同时，时隔 19 个月后，7 月
份全国住宅竣工面积首现下降。国
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
经过本轮调控，当前我国房地产市
场过热局面得到一定程度降温，总
体运行平稳。

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住
宅竣工面积 33543 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0.7％，其中7月份为自2016年
1月份以来单月首现下降。业内人士认
为，各项先行指标显示，中国房地
产正逐渐由增量市场进入存量市场。

“ 在 目 前 国 内 经 济 稳 中 向 好 、
结构调整深化的发展态势进一步
延续的情况下，房地产投资增速
趋缓实属正常现象。”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邓郁松告诉记者，目前中国城镇
户均住房已超过 1 套，基本上解决
了供不应求的问题，进入了总量

基本平衡、区域出现分化的新阶
段。今后，市场很难出现投资高
增长、销售高增长、房价高涨幅
的“三高特征”。

毛盛勇表示，一线城市和热点
二线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局面得到
了控制，投机性、投资性的购房需
求大幅减少；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
库存工作也在有效推进。1 月份至 7
月 份 ， 房 地 产 开 发 投 资 增 长
7.9％，增速比上半年有所放缓，但
比去年同期有所提高。所以，房地
产市场尽管有所降温，但总体运行
比较平稳。

“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是 6.2％，上年同期是
8.2％。今年上半年和去年同期比，
在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2
个百分点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

还提高了 0.2 个百分点。”毛盛勇
说，这表明房地产市场的降温或者
是适度降温，并不必然会下拉经济
增长速度。随着各地推出新举措，
加快推进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
设，整个房地产市场会有更好、更
良性的发展。

对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走向，
毛盛勇表示，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推进，特别是在加快研究推出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的制度设
计下，很多地方都在按照中央提出
来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这个基本定位，结合当地的
实际，纷纷推出一些新的尝试举
措，“这实际上是加快推进房地产市
场长效机制建设的一些有益尝试，
房地产市场下一步平稳健康运行的
态势会得到加强”。

“行至年中，房地产调控效果明
显，在相关政策引导下，一二线的
限购限贷持续，打击炒房的力度不
变。三四线热度上升的同时，也会
引起部分城市主动收紧限购限贷。”
方正证券房地产行业首席分析师夏
磊表示，伴随房贷利率上行，下半
年房地产市场稳中有降，居民的购
房更加理性，房企拿地不再冲动，
楼市将回归平稳的市场氛围。

“未来房地产市场除了投资增速
回落，房屋新开工面积绝对量、新
建房屋销售面积以及竣工面积都会
下降，正常情况下房价涨幅也要下
降。”邓郁松说，从长期看，房价的
涨幅和收入涨幅是一致的，收入涨
幅最高的时候通常也是房价涨幅较
高的阶段。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
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从 10%下降
到 6.5%左右，居民收入增速也会有
所回落。从基本面来说，支撑房价
高增长的要素已经发生显著变化。

邓郁松表示，下一步应高度关
注房地产市场发展阶段变化，“建立
人地挂钩机制，防范供给过剩风险
和因供给不足造成的房价过高问
题。同时要防范流动性风险，不管
是开发企业还是居民购房，都高度
依赖金融支持，因此需要保持金融
政策的相对稳定”。

住宅竣工面积时隔19个月首现下降

房地产市场过热局面有所降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祝君壁

7 月份共发行各类债券 3.9 万亿元
存款类金融机构持债占比近六成

本报北京 8 月 16 日讯 记者林
火灿报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
关负责人今日表示，下半年将督促有
关方面按照统筹推进“十三五”165项
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工作的有关要求，
全面推进165项重大工程。

今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着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关键
领域和薄弱环节补短板工作力度，
积极推进各项投资工作，取得了积
极成效。

在重大工程项目方面，组织有

关方面将 165 项重大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纳入重大建设项目库工作，加
快推进 165 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
加强项目储备，形成“开工建设一
批、投产达标一批、储备报批一
批”的循环机制。

同时，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计
划下达进度，加强计划执行调度，
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信息化监
管，及时通过重大项目库将投资计
划分解备案，纳入在线监管平台进
行动态调度。对计划分解、资金下
达较慢和投资完成较差的，督促地

方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加快
项目开工建设。

上述负责人表示，今年下半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大统筹协调力
度，督促补短板各重点任务牵头部门
结合“十三五”重点专项规划编
制，抓紧推进各领域补短板实施工
作，协调各牵头部门指导各地区抓
紧做好省级层面实施工作，加快各
领域工程项目建设，加大关键领域
和薄弱环节补短板力度。

根据相关部署，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建立任务清单、细化实施方

案、健全协调机制，动态跟踪督导
各工程实施进展。加快推进项目前
期工作，落实重大工程项目审批、
用地、融资等方面的支撑保障举措。

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进一
步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执行进度，强
化事中事后监管，坚持定期调度、年
终报账、竣工销号，督促项目尽快形
成实物工作量。做好 2018 年度中央
预算内投资计划编制工作，进一步研
究调整投资结构，更加突出重点，确
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十三
五”规划的贯彻落实。

本报北京 8 月 16 日讯 记者齐慧、通讯员吕
燕报道：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的杭广铁路重要
组成部分——南（平）龙（岩）铁路今天迎来重要节
点，由中铁十二局集团承建的闽江特大桥连续刚构
梁实现合龙。中国铁建南龙铁路项目一工区负责

人王永锋说，该桥全长 1066.41 米，主跨最大跨度
达 216 米，为目前世界最大跨度铁路连续刚构梁，
是南龙铁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

上图 8 月 16 日拍摄的闽江特大桥建设现
场。 吕 燕摄

世 界 最 大 跨 度 连 续
刚构梁铁路特大桥合龙

本报北京 8 月 16 日讯 记者佘
颖报道：国家工商总局近日透露，
2016 年度企业年报公示工作已顺利
结束。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全国
应 当 公 示 2016 年 度 年 报 的 企 业
2487.39 万户，已经公示的 2249.9 万
户，年报公示率为 90.45%，比 2015
年度全国企业年报公示率高 2.13 个
百分点。其中，应当公示 2016 年度
年报的外商投资企业 48.92 万户，已
经 公 示 的 44 万 户 ，年 报 公 示 率 为
89.93%。全国有 21 个省（区、市）企
业年报率超过90%，并自年报制度实
施以来首次实现了全国 31 个省（区、
市）企业年报率均超过85%。

2016 年度企业年报公示工作首
次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实施年报，大大便利了企业年报和年
报信息的运用。同时，这也是五证合
一之后的首次年报。按照国务院“五
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部
署，2016 年度企业年报整合了社保

和统计事项，取消了原有社会保险登
记证和统计登记证的定期验证和换
证制度，相关信息通过企业年报由工
商部门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和统计
部门提供共享。

通过年报内容的整合改革，一方
面，由企业向三个部门分别报送年度

信息，变为向工商一个部门报送年
报，由企业跑腿变为信息跑路；另一
方面，报送的内容进一步压缩，原有
不同部门需要企业重复报送的基本
信息改由工商部门提供，不再需要企
业填报，仅保留了 9 项社保和统计事
项，切实减轻了企业填报负担。

2016年度企业年报公示率超九成
首次依托企业信用公示系统实施年报

本报北京 8 月 16 日讯 记者顾阳报道：今
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以钉
钉子的精神狠抓落实，重点领域价格改革取得
显著成效。

电力价格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全面完成全
国省级电网首个监管周期输配电定价工作。取
消、降低随电价征收的政府性基金及附加，降低
工商企业用电成本，缓解发电企业经营困难，合
理调整电价结构。启动4个区域电网、5条跨省
跨区专项输配电工程成本监审，研究制定配电
价格指导意见，不断完善电网企业事中事后监
管制度。

天然气管输价格监管迈出重要步伐。完成
全国 13 家天然气跨省长输管道公司成本监审
工作。印发《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
见》，指导地方加强城镇燃气配送环节价格监
管，核定独立的配气价格，目前各地正在抓紧
落实。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全面推开。20 个省份
已全部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调整医疗服务
价格，其余11个省份中的500多家城市公立医
院实施了改革。29 个省份已放开特需医疗服
务和其他市场竞争比较充分、个性化需求比较
强的医疗服务价格。21 个省份开展了按病种
收费改革。

铁路客运定价成本监审有序启动。印发
《铁路普通旅客列车运输定价成本监审办法》，
先后分两批启动了对中国铁路总公司及其 18
个铁路局的普通旅客列车运输成本监审。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扎实推进。印发《关于
扎实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通知》，两次召开
经验交流座谈会，督促地方落实主体责任，典型引路、示范引领，协同推进
相关体制机制改革。

重要农产品价格改革不断深化。研究完善棉花目标价格形成机制的
思路方案，合理确定定价周期，调整优化补贴方法。调整大豆目标价格政
策，实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机制。全面小幅下调稻谷最低收购价，早籼
稻、中晚籼稻、粳稻每斤分别下调3分、2分、5分，以明确的改革信号有效
引导市场。

邮政包裹资费改革平稳实施。在稳定资费水平的前提下，简化邮政
普通包裹资费体系，优化资费结构，增强价格弹性，提升服务水平。

据测算，随着价格改革的不断深化，目前我国价格市场化程度已经超
过97%，政府定价范围已基本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和网络型
自然垄断环节，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基本形成。

价格市场化程度超
97 %

—
—

市场决定价格机制基本形成

本报海口 8 月 16 日电 记者
何伟报道：第二届中国南海（三亚）
开渔节 16 日在崖州中心渔港举
行。正午12时，崖州中心渔港内的
上百艘渔船在汽笛声中有序离港，
标志着为期 3 个半月的南海伏季
休渔期结束，海南省 1.8 万艘休渔
渔船将陆续出海捕捞作业。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有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海南休渔渔船 1.8
万艘，休渔船员 6.6 万人，涉及渔
民约26万人，数量均超过往年。海
南各级渔政部门通过开展伏季休
渔执法督查，加强伏季休渔渔船管

理、渔港码头监督、海上监督、水产
品市场监督，以及依靠群众、设置
举报等，今年伏季休渔期间的违法
案件有所减少，查处涉渔案件 92
宗、查处涉案人员99人次，涉渔案
件同比下降30％。

今年南海伏季休渔期从5月1
日 12 时至 8 月 16 日 12 时，时间由
往年的两个半月延长至三个半月。
此外，海南首次将南渡江、万泉河、
昌化江的干流江（河）段纳入禁渔
范围，休渔时间为 3 月 1 日 0 时至
6月30日24时，除休闲渔业、娱乐
性垂钓外，禁止所有捕捞作业。

本报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中
国人民银行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7 月份，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
3.9 万亿元。其中，国债发行 3026
亿元，金融债券发行3577亿元，公
司信用类债券发行 6416 亿元，信
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127亿元，同
业存单发行 1.6 万亿元。银行间债
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 3.6 万亿
元。截至7月末，债券市场托管余额
为69.9万亿元。

从银行间债券市场全部债券
持有者结构看，7 月末，存款类金
融机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非法
人机构投资者与其他类投资者的
持 有 债 券 占 比 分 别 为 58.48% 、

4.98%和36.54%。
从债市交投情况来看，7 月

份，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成交 9.2
万亿元，日均成交 4364.2 亿元，同
比下降 20.5%，环比增长 4.6%。交
易所债券市场现券成交 4476.6 亿
元，日均成交 213.2 亿元，同比增
长3.7%，环比下降11.2%。

数据还显示，7 月份货币市场
成交有所下降。当月，货币市场成
交 共 计 59.5 万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14.3%，环比下降 6.7%。7 月份，同
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为 2.82%，
较上月下行 12 个基点；质押式回
购月加权平均利率为2.90%，较上
月下行13个基点。

南 海 伏 季 休 渔 结 束
休渔期间涉渔案件下降30％

北 京 副 中 心 地 铁 施 工 忙

8月16日，北京地铁6号线东小营车辆段建设工地，北京建工集团工作
人员正紧张施工。该车辆段距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2公里，紧邻地铁
6号线潞城站，计划2018年上半年竣工投入使用。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