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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多城房价略涨、调控密集出台、房企以价换量——

今年楼市“金九银十”成色几何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亢 舒

今年前8个月商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速年内首次转正，这表明近几个月购房需求逐步上升。随着楼市传统销售旺季“金九银十”的

来临，预计多数房企会以价换量，扎堆推出各种营销活动。随着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

有基础保持总体稳定。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温宝臣 林 蔚

中秋国庆将至

乡村游有望成热点
本报记者 渠丽华 张 雪

跟风囤粮真没必要

□ 乔金亮

新粮陆续上市,价格逐渐回落——

国内玉米供需形势不断好转
本报记者 刘 慧

今年以来，受玉米供求关系变化、用粮
需求回升、市场看涨预期增强、社会资金充
裕等因素影响，国内玉米价格持续高位运
行。为了确保市场平稳运行，国家有关部门
通过持续投放政策性玉米、增加玉米及其替
代品进口等多种手段，增加玉米供应。8月
份以来，随着南方新粮陆续上市，供需形势
已好转，玉米价格有所回落。

刚性需求增加，是导致今年玉米价格
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专家认为，今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养殖业存栏期延
长，饲料需求增加，销售增长迅猛。而
且，随着临储玉米去库存即将完成，一些
市场主体担心玉米产需缺口无法填补，
预期玉米价格会上涨，普遍增加库存，一
些投机资本追涨炒作，无形中放大了玉
米需求量。

前几年，我国玉米产量增长较快，阶
段性过剩问题突出，库存高企。为了推动
玉米去库存，一方面，国家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玉米收储市场化改革，主
动调减玉米种植面积，累计调减玉米种植
面积5000多万亩；另一方面东北玉米主
产区发展深加工产业，以及今年随着生猪
生产的逐步恢复，玉米刚性需求增加。

“一减一增”之间，玉米产需缺口有所扩
大，供需关系已经从产大于需向供需紧平
衡转变。专家认为，随着玉米去库存任务
的完成，下一步需要把关注点放在产量恢
复性增长方面。

需要说明的是，玉米产需缺口扩大，并
不意味着我国玉米供应存在缺口。国家粮
油信息中心副主任王晓辉认为，我国玉米
库存充裕，调控手段丰富，市场缺口完全可

以通过政策性玉米投放、玉米进口以及品种
间调剂等调控手段加以填补。

政策性玉米投放是满足市场供应的重
要渠道。据了解，今年5月28日以来，国
家粮食交易平台每周持续投放400万吨临
储玉米，到9月初已投放15周。中储粮公
司也向市场投放部分一次性储备玉米。目
前政策性玉米共成交6475万吨，成交量完
全能够弥补产需缺口，并有大量结余。国
家持续投放玉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此
前市场普遍预期的缺口。从9月初拍卖结
果看，当周投放401万吨玉米，成交135
万吨，成交率仅33.6%，而此前成交率接
近100%。

玉米及替代谷物进口量增加，能够有效
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和市场价格处于合理
区间。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今年上
半年，我国玉米进口365.7万吨，同比增长
17.6%；高粱进口177.7万吨；大麦进口244.5
万吨，同比减少20.8%。玉米酒糟进口1.9万
吨，同比减少47.7%。木薯（主要是干木薯）
进口197.7万吨，减少0.9%。

玉米与小麦比价关系的变化，会促使饲
料企业用小麦替代玉米用作饲料，能够一定程
度上缓解国内玉米供给压力。据了解，2011年
前后玉米市场价格较高时，小麦用作饲料数量
达3000万吨。按照目前玉米价格水平，一些
企业用小麦作饲料原料的需求在增加，国家粮
油信息中心预计，2020年至2021年有1750
万吨左右小麦用作饲料。这既有利于消化部
分超期储存不宜食用稻谷和小麦给饲料企业，
还能够平衡饲料粮市场供求。

8月份以来，黄淮地区、华北地区乃至
东北地区等玉米主产区新粮将自南向北陆续

上市，市场出现陈粮、新粮同时供应的局
面，国内玉米市场供应明显好转，价格有
所回落。

不过，市场对今年新玉米价格普遍持
乐观预期。王晓辉认为，当前支撑玉米价
格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玉米刚性需求
增加。国内生猪产能持续恢复。据农业农
村部统计，近期能繁母猪存栏和生猪存栏

同比双增。加工产能持续增加，玉米饲料
消费和工业需求旺盛。二是市场对玉米产
需缺口形成基本一致预期，特别是常态化
疫情防控形势下，市场主体对利多因素敏
感，存在放大效应。不过，受政策性玉米
投放、新粮陆续上市等因素影响，玉米市
场也将面临不容忽视的压力，对后期价格
上涨或将起到一定抑制作用。

今年以来，国内玉米价格保持上涨走
势。从5月28日国家临储玉米竞价销售启
动以来，持续高成交、高溢价，玉米市场价
格继续走强。从稻谷、小麦、玉米3种粮食
集贸市场均价来看，我国粮价品种间走势
有所分化，不同环节价格波动有所差异。
其中，稻谷价格涨幅最小，小麦次之，玉米
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玉米是三大主粮之一，用途广泛，产业
链长。今年以来，随着生猪产能持续恢复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好转，深加工
企业开工率提高，玉米下游需求向好，加之
资本炒作和部分采购商囤粮，共同拉动玉
米价格出现上涨。应当看到，当前玉米价
格属于恢复性上涨，大体处于合理区间。
目前，东北地区玉米价格水平低于历史高

点。粮价适当上涨，有利于增加农民的种粮
收益，提高来年种植玉米的积极性。

整体看，当前玉米市场供应总体有保
障，后期价格将逐步趋稳。短期市场需求
波动不会改变粮食消费变化趋势。玉米库
存虽然近年来消化较快，但实际需求的增
加量也较平稳。从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情
况看，今年玉米种植面积稳定，长势总体不
错，将是一个丰收年，可见生产是有保障
的。考虑到前期拍卖的临储玉米陆续出
库，目前全社会库存能够满足秋粮上市前
后市场消费需求。随着新玉米陆续上市，
加上全球玉米总体宽松，预计全年玉米市
场供给总量充足，价格趋于平稳，建议各类
市场主体保持好购销节奏，不宜盲目跟风
囤粮，勿信各种粮荒谣言。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乡村旅游复工复产
率整体达到95%以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旅游市场发
生了一些新变化，很多游客选择相对方便的短途周边游。这其
中，乡村旅游颇受欢迎。专家表示，中秋国庆假期，乡村旅游可
能成为旅游消费的一个热点。

此前，为推进乡村旅游恢复发展，各地纷纷推出系列政策措
施。其中，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动乡村旅游业界练好内功促
发展，推出烂漫春花之旅、清新茶韵之旅、乐水消夏之旅等荆楚
乡村旅游十大主题线路；贵州省发布《关于金融支持乡村旅游建
设的通知》，推出乡村旅游e贷、乡村旅游创客贷、乡村民宿贷等
金融产品，遴选确定了一批金融支持乡村旅游项目；湖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组织“湖南人游湖南”“春暖潇湘”文化旅游消费季等系
列活动……

据测算，二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总人次为4.56亿，恢复至去
年同期一半左右；总收入为1729.9亿元，恢复至去年同期三分
之一左右，乡村旅游复工复产有序推进、成效明显。

甘肃兰州河口镇历史悠久，又有黄河流经，其人文烟火气总
能让游客兴致盎然。据河口镇副镇长李德泉介绍，古镇今年
3月开始复工复产，所到游客已超60万。村民甘小红从去年开
始在河口镇经营农家乐，她对记者说：“现在生意不错，收入比外
出打工还高，以后我们还想继续做民宿。”

乡村旅游不仅能带给游客新鲜体验，还是推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力量。专家表示，乡村旅游能够有效利用乡村自然资源和
人文资源，把优秀传统文化、乡土风貌与现代旅游需求有机结
合起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农民收入稳步
提高。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
乡村旅游已初具规模，乡村旅游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乡村旅游产
品类型不断增多、产业体系不断完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
乡村旅游总人次超30亿，占国内旅游总人次一半以上。

专家表示，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乡村旅游在多元需求
中成长，已超越传统农家乐形态，向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型转
变，出现了崭新发展趋势。乡村良好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生产
生活方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自然观光、亲子陪伴、健康
养生、休闲度假、身心放松等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催生了特色民
宿、夜间游览、文化体验、主题研学、康养旅居等产品和项目的
开发。

同时，经过多年发展，乡村旅游已经从农家乐、采摘园等单
一业态，转向多业态全产业链经营，实现创意设计、资源开发、餐
饮住宿、文创商品、特色农产品等全产业链销售，也实现了网络
社交互动运营。此外，乡村游投资主体也日趋多元，既有农户个
体或合伙经营，也有村集体投资经营，一些较有实力的公司、集
团等社会资本也积极介入，乡村旅游开发态势良好。

楼市传统销售旺季“金九银十”来临。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70
个大中城市房价略涨。

那么，当前房企推出了哪些活动？楼
市“金九银十”成色几何？房价后续走势如
何？针对这些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
专家和业内人士。

调控政策密集出台

最近一段时间，又有不少城市推出楼
市调控政策。9月17日，深圳发布《房地产
市场监管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对房
地产市场监管立法，二手房将建价格引导
机制、租赁将建资金监管制度。

9月14日，成都市发布《关于保持我市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从加强
土地市场调控、落实金融审慎管理、支持合
理自住需求、完善住房调控政策、加强市场
监管监测、强化舆论宣传引导等6个方面
出台调控措施。

具体来看，包括以下内容：严格执行住
房限购政策，加强购房资格审核，严厉打击
弄虚作假行为；发挥税收调节作用，个人住
房转让增值税征免年限由2年调整到5年。

成都楼市新政有助于防范“快进快
出”的炒房行为。同时，加强首付资金监
管，尤其是对经营贷、消费贷等监管加
强，增加炒房者购房成本压力，降低房地
产金融风险。

近几个月，成都房地产市场比较活
跃。从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8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来看，
无论是新建商品住房还是二手房，环比涨
幅在70个大中城市中均居前列。

除成都之外，杭州、东莞、宁波、郑州、
深圳、南京、长春、海口、无锡等10多个城
市出台调控政策，为楼市降温。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孔鹏介
绍，8月份各地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切实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及时采取
针对性措施，稳妥实施房地产长效机制，70
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价
格略涨。

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
发现，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与上月相比价格下降的城市
有9个，其余61个均为持平或者上涨，涨幅
较大的城市是惠州上涨1.9%，银川上涨

1.8%，锦州上涨 1.4%，唐山、温州均上涨
1.3%，济宁上涨1.2%，沈阳、西安、无锡、金华
均上涨1.1%。

房企或选择以价换量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商
品房销售额同比增速年内首次转正，这表明
近几个月购房需求逐步上升。

数据还显示，1月份至8月份，全国房地
产开发投资 88454 亿元，同比增长 4.6%，
增速比前7个月提高1.2个百分点。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速已连续3个月同比为正，与房
企密集开工不无关系。

8月2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
联合召开房地产企业座谈会，形成了重点房
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业内人
士普遍预计，未来银行对于房企的放款将愈
加谨慎，预计房企到位资金增速会有所放缓，
房地产企业在拿地等方面会更加谨慎。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众多房企
上半年销售普遍低迷。传统销售旺季“金九
银十”来临之际，预计多数房企会以价换量，
据介绍，“金九银十”将成为房企抢占市场的
重要战场，各大房企可能扎堆推出各种营销
活动。

前不久，众多房企公布了上半年业绩，有
一多半企业业绩完成率不达标。在销售承压
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价格提高销售量，是各大
房企下半年采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不意味
着市场价格会随之大幅下降。

楼市总体稳定有基础

8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略涨，不免引
发人们的讨论。近来中央三令五申“房住不

炒”，有关部委多次召开城市、企业座谈会，
为何房价还出现上涨的情况？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表示，房
地产回暖，有前期疫情中一些压抑性需求释
放的因素，也因为金融增加对实体经济支持
力度，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中长期利率有所
降低，客观上也降低一些购房者负担，有利
于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恢复。

从政策出台直至落地产生效果，需要一
段时间。虽然按照8月份的统计数据，房价
环比上涨的城市依然比较多，个别城市涨幅
不小，相信随着调控措施逐渐落地显效，会
有更多城市的房价趋于平稳。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8月
份以来，多地出台收紧楼市的调控政策，这
代表房地产调控的基调没有变，“房住不炒”
的定位不会发生变化，中央和各地会持续保

持房地产市场平稳。未来，预计还会有个
别城市出现过快上涨的情况，但调控措施
会继续跟进。张大伟预计，不停微调加码
将成为新一轮调控的主要特点。

9月11日，《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
白皮书（2020）》发布，其中明确，北京将坚
持“房住不炒”定位，落实城市主体责任，坚
持房地产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持
续规范和发展租赁市场，继续完善租购并
举的住房制度，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与此同时，将注重调控精细化，做好
根据形势发展预调微调的政策储备。

“总体来看，无论投资还是销售状况，
楼市并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未来，随着
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购租并举的住房
制度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保持总体稳定
还是有基础的。”付凌晖说。

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根据
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
2020年9月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315
元和300元。

折合成升价后，92号汽油每升约下调0.25元，0号柴油每升
约下调0.26元。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车主加满
一箱油将少花约12.5元。

本次调价是2020年的第18次调价，也是时隔6个月后，成
品油价再次迎来下调。油价上一次下调发生在3月17日24时，
当时由于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大幅降
低了1015元和975元，此后油价经历了多次搁浅和3次上调。
本次调价过后，2020年成品油调价将呈现“三涨四跌十一搁浅”
的格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显示，本轮成品油调价
周期内（9月4日—9月17日），国际油价大幅下降。平均来看，
伦敦布伦特、纽约WTI油价比上轮调价周期下降9.29%。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调价周期内，多空因
素先后作用影响油价大幅波动，单日振幅一度超过5%，持续了
3个多月较为平稳的运行态势被打破。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蔓延，沙特下调了10月份售往亚洲和美国的原油价格，该举措
放大了市场对原油需求低迷的担忧情绪。受此影响，国际油价
持续下跌。此外，美国原油库存下降、飓风影响墨西哥湾原油生
产，油价明显反弹，两市油价连续3个交易日均以超过2%的幅
度上涨。

平均来看，本调价周期伦敦布伦特、纽约WTI原油期货价
格分别为每桶41.08美元、38.43美元，分别比上一调价周期下
降8.81%、9.7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短期来看，疫情在海
外持续蔓延，阻碍全球经济及原油需求复苏进程，油价仍将继
续承压。但当前原油市场生产和库存情况与今年3月份至4月
份油价断崖式下跌时相比，已有明显改善。欧佩克及其盟友8
月份减产执行率为102%，大规模减产带来的供应收紧较为显
著，近期会议再次强调将完全遵守减产协议；美国原油库存连
续下降，当前库存接近4月初以来最低。因此，油价再次出现
持续暴跌的可能性不大，但在需求未有显著改善之前，将继续
维持弱势运行。

隆众资讯分析师李彦认为，以当前的国际原油价格水平计
算，下一轮成品油调价开局将呈现上行趋势。“OPEC+会议”重
申全面执行减产协议的重要性，伊拉克等部分执行欠佳的产油
国需要在12月底之前完成额外减产，提振了市场信心。不过海
外疫情的严峻程度有增无减，带来的利空因素仍在，将会影响油
价涨幅，预计下一轮成品油价格上调的概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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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满一箱油约省10元
本报记者 熊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