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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冠肺炎疫情积压的住房需求正得到进一步释放——

楼市回暖仍需坚持“房住不炒”
本报记者 亢 舒

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占比升至2.02%，创历史新高——

人民币资产逐步成为“避风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姚 进

当前，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果不断巩固，生产生活有序恢复，社会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复苏，一系列利好因素助力人

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向浮动弹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增强。与此同时，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的占

比升至2.02%，创历史新高。这些均表明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十足，正逐步成为全球资产的“避风港”。

万物皆可炒？

小心被“割韭菜”
本报记者 彭 江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复苏，房地产市场显现出一定回暖迹象，甚至有个别城

市出现楼市过热情况。但无论从中央的政策定位，还是地方的具体操作来看，坚持

“房住不炒”定位，保持房地产政策的稳定性、延续性，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的总基调没有改变，“房住不炒”仍然是房地产发展不能触碰的底线。

今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一度让楼市陷入低迷。但随着我国
疫情防控向好态势不断巩固，社会经济
持续复苏，因疫情积压的住房需求正得
到进一步释放。目前，楼市显现出一定
回暖迹象。

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向来被视为楼市
风向标，近来北京新房扎堆入市，其中
既有限价的刚需产品，也有不限价的改
善型房源。这也颇能反映上半年的楼市
趋势，各房企都在积极推盘以提振销
量，必要时还会使用“价格武器”。

与此同时，大量房源入市也让一度
门可罗雀的各北京售楼处又红火起来，
但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北京新发地市场
疫情影响，近来北京楼市热度大减。不
少在5月份热闹起来的售楼处，在6月份
以后又变得冷冷清清。

此外，随着疫情防控逐步向好，
全国其他城市的楼市也在不同程度上
出现了回暖迹象。深圳、杭州等地甚

至还出现“万人摇号、一房难求”的
怪现象。

除了房价稳中略涨，土地市场也逐
步活跃起来。受疫情影响，一季度房企
拿地几乎暂停。二季度以来，房企拿地
积极性逐步提升。6 月底，淮安、杭
州、厦门等地的土地市场，均出现了高
溢价率地块出让的情况。

此外，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来
看，1月份至5月份，无论是房地产开发
投资金额，还是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
降幅都较上月出现了明显收窄。

尽管楼市逐步回暖，但“房住不炒”的

定位不会改变。近来，杭州楼市受到高度
关注，某楼盘甚至出现了近6万人摇号抢
购不到1000套住房的“盛况”。对此，业
内人士分析，之所以出现“万人摇号”抢房
的情况，主要是受新盘与周边二手房价格
出现“倒挂”情况的影响，即便不是刚需，
但看到新房价格比周边二手房还低，自然
有很多人想参与摇号。

业内专家表示，当前楼市炒作之风
日盛，需要在监管上创新手段，在政策
上落实落细落小，对于违规炒作投机者
要严格监管，惩罚不能隔靴搔痒。

7月 2日，为了贯彻落实“房住不

炒”精神，支持自住需求，抑制投机炒
房，杭州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领
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明确
商品住房公证摇号公开销售有关要求的
通知》，《通知》明确在本市以高层次人
才家庭优先购房方式购买的新建商品住
房，自房屋网签之日起，5年内不得上
市交易。同时，还对“无房家庭”的认
定进行了补充，并明确一户购房家庭同
时只能参与一个新建商品房项目的购房
意向登记。

可见，一旦个别城市出现房地产市
场过热情况，“一城一策”的调控措施可
能随时出现。当前，无论从中央的政策
定位，还是地方的具体操作来看，即便
是在疫情对经济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
下，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保持房地
产政策的稳定性、延续性，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总基调依旧没有改
变，“房住不炒”仍然是房地产发展不能
触碰的底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公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
储备资产中的占比升至2.02%，创历史新
高。对此，业内专家表示，人民币在全球外
汇储备占比升高，意味着国际市场对人民
币资产越来越感兴趣。当前人民币汇率保
持稳定，且中外利差保持高位，带来了相当
的吸引力，人民币资产正逐步成为全球资
产“避风港”。

国际化脚步不断加快

IMF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因各国央
行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囤积了大量美
元，因此各国在向IMF报告的外汇储备中
美元占比上升至61.9%。同时，欧元和日
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分别稳定在20%
及5.6%。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币在外汇储备中
的占比创出了2016年四季度IMF报告该
数据以来的新高，达到2.02%，高于澳元的
1.55%和加元的1.78%。

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在全球央行外
汇储备资产中的占比上升，反映出2016年
底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后，全球外汇储备管理机构对持有人民币
资产的兴趣增加。此轮疫情危机后，美元
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有可能进一步下
降，这给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大历史
机遇。

据了解，目前有149个国家和地区自
愿向 IMF报告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
IMF自2016年10月份开始在官方外汇储
备货币构成季度调查中单独列出人民币资
产，以反映全球人民币外汇储备持有情况。

人民币汇率走势平稳

今年上半年，人民币汇率总体稳定，双
向浮动弹性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持
续增强。虽然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

间价贬值了1.5%，但从指数角度看，人民
币对CFETS货币篮指数和美元指数分别
升值了0.6%与1.0%。

“人民币走势稳定主要是受国内基本
面稳固、美元弱势、外资持续流入及市场预
期稳定等四方面因素支持。”光大银行金融
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说。

首先，基本面稳步复苏。目前国内疫
情防控成果不断巩固，相关支持政策及时
跟进，生产生活有序恢复，社会经济在全球
范围内率先复苏。

其次，美元维持弱势。由于欧美多地
先后解封复产，投资者对全球经济复苏的
预期舒缓了美元避险需求。同时，美联储

开放式量化宽松政策也会制约美元走强。
同时，国际收支平稳。一方面，由于国

内疫情受到控制、经济率先复苏，人民币资
产估值洼地持续吸引外资流入；另一方面，
尽管全球贸易大幅收缩，但上半年我国贸
易顺差达到1213亿美元，国内外汇储备也
稳定在3万亿美元上方。

此外，市场预期稳定。年初以来，国内
银行代客结汇顺差持续扩大，4月份和5月
份银行代客售汇和代客远期售汇明显下
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对人民币
的预期较为稳定。

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外汇首席分析师
李刘阳认为，人民币稳中有升主要得益于
国内防疫措施的果断有力，以及复工复产
的有序安排，预计出口增速将会随着全球
需求恢复而明显反弹，资本项目也将受益
于开放力度加大和中美息差走阔。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技术总监曹源源
表示，当前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稳经济举措，
持续助力实体经济复苏，这为人民币汇率
保持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在短期
内美国经济存在重启的不确定性，且长期
低利率将制约美元指数上行，这些因素也
给人民币带来了一定上行空间。

下半年有望保持基本稳定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份额进一步增加，人民币资产变得更受青
睐。业内专家普遍认为，下半年人民币汇
率有望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资产将成为
全球资产的“避风港”。

“人民币资产估值洼地及美元相对弱
势的格局，将对人民币汇率构成坚实支

撑。”周茂华表示，在欧美等经济体面临疫
情反复、经济风险加大的情况下，下半年国
内经济有望引领全球复苏。

从政策层面上看，相比欧美主要央行
“火力全开”，国内政策整体延续稳健基
调。同时，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处于历史
高位，国内股市整体估值横向与纵向比较
均处低洼，再结合国内疫情受控、经济前景
向好、金融市场开放步伐加快等因素，将进
一步吸引中长期资本持续流入。

从美元指数上看，美联储零利率、开放
式量宽等因素将制约美元上升动能，而中
长期美国财政赤字与债务问题，以及缺乏
纪律的财政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削弱美元长
期信用。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认为，
在全球普遍宽松、实施负利率和零利率的
情况下，中国依然拥有难得的正收益空间，
且随着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提升，跨境资本
流入会持续增加，这将进一步支撑人民币
汇率走强。

方正证券研报认为，此前人民币汇率
波动主要是受国际收支失衡、美元需求大
幅上涨所致。在国内疫情干扰减弱、国际
收支企稳等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将保持
稳定。

“无论是国内有效的疫情控制及稳定
的经济环境，还是货币政策正常化叠加更
高的中外利差水平，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海
外资本流入中国市场。”招商证券首席宏观
分析师谢亚轩说。

此外，景顺资管公司董事总经理、亚太
区固定收益主管黄嘉诚还表示，中国国债的
表现相比其他国家的资产更为平稳，这将吸
引更多新兴市场基金和发达市场基金进入。

“80后”炒股、“90后”炒币、“00后”炒鞋、“10后”炒盲
盒……时下“万物皆可炒”似乎成了一种潮流，球鞋、服饰、玩
具等商品均成为投机者热捧的对象，不少年轻消费者更是在所谓几
十倍甚至几百倍涨幅的诱惑下进场，期待实现一夜暴富的神话。

然而，真实情况却是，一大批“接盘侠”成了被收割的“韭
菜”。不仅大学生炒鞋惨遭“割韭菜”的新闻不绝于耳，以“炒
鞋”而为公众所熟知的得物APP更是因屡被投诉售假货猫腻多，
被中消协点名。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
示，从商品本身的属性来看，球鞋、服饰、玩具属于日常消耗品，
并不像股票、期货等具有很强的金融属性。例如，年轻人热衷的

“品牌鞋帽”等商品，归根结底只能满足人们的日常使用，虽然会
因稀缺性、流动性等原因在短期内出现价格波动，但消耗快、更新
频率高等因素也会使其大幅贬值，只有极少的商品会因为历史、特
殊文化印记等原因出现保值功能。

事实上，在“炒货”风潮背后往往有一个完整的、隐匿的利益
链条，消费者要避免盲目跟风，不然只会成为被收割的“韭菜”。

“不以消费为目的，而是为获得高投资回报的炒作某些商品的
行为，其出发点就错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甄
新伟表示，部分投机者以“一夜暴富”“高回报”等为噱头，以

“粉丝经济”为掩饰，利用线上社交群宣传推波助澜，甚至为参与
者提供在线贷款放大杠杆。这种行为，名为“炒货”，实则是一种
过度金融化的表现，往往会让金融风险意识不强的年轻消费者
中招。

“‘炒货’这一行为已突破信息对称下公平市场交易的范围，
这背后存在品牌方、资本方、二级市场交易APP和炒货客等多方
共同组成的利益链条。品牌方通过饥饿营销限制商品供应量，资本
方利用供需不平衡囤积居奇，交易平台打着快捷方便的旗号设置即
买即卖平台，炒货客团体则入局控制商品价格短期波动，吸引散客
去抢购商品，而最终被‘割韭菜’的正是心存幻想的散客们。”盘
和林说。

业内专家表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应针对
“万物皆可炒”现象强化监督管理。盘和林建议，相关部门要全
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互联网炒货平台的监管和风险识
别，遏制恶意炒作的不良之风。同时，要对盲目参与炒作的群体
加强风险宣传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和消费观。此外，
各市场主体也应回归理性，摒弃短期套利幻想，避免被别有用心
的投机分子利用。

甄新伟认为，对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金融监管部门来说，
要加强金融风险教育普及和提示，尤其是让年轻人具备基本的金融
风险识别能力，不要参与这样的“炒货行为”。同时，应重点打击
炒货利益链，提早取缔炒货平台及融资服务平台。最后，积极引导
社会闲置资金，进入受监管的金融机构理财平台或渠道，维护良好
金融秩序。

上半年鸡肉价格

为何持续回落
本报记者 黄俊毅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7月2日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白条
鸡均价为每公斤16.84元，比1月 2日的每公斤18.84元下跌了
10.62%。而就在年初，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在2019年国内猪价一
路走高，鸡肉价格也持续快速上涨的大好形势下，2020年全年鸡
肉价格有望维持高位。那么，为何今年上半年，鸡肉价格出人意料
地一路回落呢？

“上半年鸡肉价格震荡回落，主要原因是产量相对过多，而消
费不足。”农业农村部肉鸡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郑麦青说。

先看肉鸡出栏量。截至5月底，上半年全国累计出栏肉鸡35.3
亿只，同比增加4.3%；肉产量565.1万吨，同比增加5.6%。其中，白
羽肉鸡累计出栏17.0亿只，同比增加4.6%；累计肉产量339.9万吨，
同比增加10.3%。黄羽肉鸡累计出栏18.3亿只，同比增加4.0%；累
计肉产量225.24万吨，同比略微减少0.8%。

再看存栏情况。祖代种鸡5月份存栏403.2万套，同比增加
17.1%，环比增加3.2%，较年均线增加9.7%；在产存栏276.1万套，同
比增加23.3%，环比增加5.4%，较年均线增加13.9%。父母代种鸡当
月存栏13630.9万套，同比增加10.9%，环比增加0.1%，较年均线增
加3.2%；在产存栏8007.7万套，同比增加8.7%，环比略减0.1%，较年
均线增加6.5%。总体看，祖代存栏高于年均线9.7%，父母代高于年
均线3.2%，产能充足。

此外，消费不足也是鸡肉价格震荡回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学校、企业、餐饮的停课、停产、歇业，鸡
肉消费需求锐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份至5月份全国餐饮
收入同比下跌 36.5%。其中，3 月份全国餐饮收入同比下跌
46.8%，5月份降幅18.9%。鸡肉消费不振，导致价格持续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国内生猪养殖行业盈利丰厚，而肉鸡养殖
行业竟然出现了亏损。据郑麦青测算，今年前5个月，全国肉鸡生
产全产业链平均收益为每只1.29元，同比下跌4.08元。5月当月肉
鸡生产全产业链只均收益为－1.55元，同比下降8.61元。

此外，近年来虽然我国肉鸡养殖发展势头强劲，但行业抗风险
能力仍亟待提升。

“我国白羽肉鸡一直是国外品种‘一统天下’，这对我国肉
鸡养殖行业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在国际禽流感暴发期，国
内祖代肉种鸡种源难以得到保障，产业发展受制于人；另一方
面，还导致父母代肉种鸡价格非正常波动，不利于产业的稳定发
展。此外，种禽过度依赖进口还造成国内白羽肉鸡产业引种成本
高，且种禽和商品代雏鸡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增加了整个产业
链的生产成本和养殖风险。”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
位骨干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辛
翔飞表示，要加快白羽肉鸡育种速度，加强种源防范风险，摆脱
白羽肉鸡依赖进口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