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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市场呼唤更多爆款佳作

姜天骄

在经历长达 3 个月的低

迷后，国庆档终于“燃”了

起 来 。 灯 塔 专 业 版 数 据 显

示 ， 截 至 10 月 7 日 24 时 ，

2021 年国庆档票房 43.87 亿

元，接近 2019 年“最强国

庆档”的票房成绩。《长津

湖》《我和我的父辈》 两部

主旋律影片呼应国庆氛围，

以高投入、强视听的实力进

入国庆档第一梯队。其中，

抗美援朝题材的战争片 《长

津 湖》 票 房 超 32.05 亿 元 ，

成 为 名 副 其 实 的 “ 救 市 之

作”。《我和我的父辈》 进一

步放大了“国庆三部曲”的

品牌效应，不仅赢得了不错

的口碑，也收获了超 10 亿

元的票房。

尽 管 国 庆 档 整 体 票 房

表 现 优 异 ， 但 是 “ 头 重 脚

轻”“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仍 然 十 分 明 显 。 从 票 房 结

构来看，《长津湖》《我和

我 的 父 辈》 两 部 头 部 影 片

瓜 分 了 超 过 95% 以 上 的 大

盘 成 绩 。 相 比 之 下 ， 诸 如

《五个扑水的少年》《皮皮

鲁 与 鲁 西 西》《老 鹰 抓 小

鸡》 等 电 影 的 票 房 则 完 全

可以忽略不计。

一个国庆档救不了一整

年的电影市场，一两部“大

片”“热片”也难以支撑整

个市场的繁荣。中国青年剧

作家、导演向凯认为，一家

独大的高票房，不一定能体

现电影市场的全面复苏。一

直在低谷徘徊的电影业能否

凭借国庆档逆袭，答案完全

取决于后续市场有没有更多

好内容供给。电影市场呼唤

更多 《长津湖》，但同时也

需要多样化、多品种、多类

型的电影来满足观众多样化的需求，进一步激发观众的观

影热情，点燃电影市场。

从国庆档的票房表现来看，中国电影市场的基本面是

稳的。但与去年国庆档相比，市场供给不足需要引起重

视。业界认为，造成市场供给不足的原因至少有两方面：

一是受疫情影响，之前有很多项目被迫搁置；二是近年来

资本对电影热度减退，导致电影市场“无片可拍”。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疫情对影业的

影响是暂时的。今年国庆档创造的票房佳绩无疑给冷清

的电影市场提供了助燃剂。无论是从票房表现还是从各

项调查的观众满意度都可以看出：电影市场仍然拥有巨

大的消费潜力，观众与影院之间只是欠缺一部好片子。

这种信心也将传导至产业上游，促使更多优质影片投入

市场，进而形成整个市场的良性循环。

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长津湖》 总出品人于冬认

为，坚持内容为王是电影行业不变的规律。《长津湖》

作为国庆档的“救市之作”给行业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相信在政策、市场、创作者的共同推动下，中国电影市

场将涌现出更多优秀的作品。只要有源源不断的优质电

影投入市场，中国电影市场就一定能够走出低谷，再创

辉煌。

银保监会发文要求——

煤电企业信贷不能“一刀切”
本报记者 王宝会

为严防利用银行保险资金哄抬价格，扰乱煤电行业运

转的正常秩序，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印发 《关于服务煤电行

业正常生产和商品市场有序流通 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有关

事项的通知》。《通知》 提出，严禁挪用套取信贷资金或绕

道理财、信托等方式，违规参与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

大宗商品投机炒作、牟取暴利。

“挪用套取信贷资金炒作大宗商品，推高了大宗商品

价格，进而使一部分领域原材料价格过快上涨，增加了部

分煤电企业的成本压力，不利于其扩大再生产，也不利于

实体经济稳步恢复。”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对银行保险机构来说，相关资金被挪用至炒作大宗商品，

增加了资金的管理难度和金融的风险压力，需要高度

关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

和林认为，当前期货市场的确存在投机资本推高大宗商品

的现象，部分资金借道银行保险机构流入大宗商品领域。

对此，《通知》 要求，严禁银行保险资金违规流入股市、

债市、期市，影响大宗商品价格，避免脱实向虚、空转

套利。

值得注意的是，做好煤电企业保供稳价工作，还需

提防银行保险资金变动对商品市场正常秩序造成的影

响。《通知》 提出，严禁对符合支持条件的煤电、煤炭

等企业和项目违规抽贷、断贷，防止运动式减碳和信贷

“一刀切”。

如果银行金融机构抽贷、断贷，一方面不利于相关企

业增加煤电供应，为群众生产生活做好保障；另一方面对

银行自身的资产质量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盘和林表示，近

期煤炭价格上涨，煤电企业对煤炭价格敏感度高，企业盈

利能力出现下滑甚至亏损，企业生产积极性下滑。严禁金

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煤电煤炭企业项目抽贷、断贷，就是

为了维持正常供电秩序，保障工业、民生用电不受影响。

专家表示，金融监管部门在考核银行保险机构碳达

峰、碳中和时，目标要合理、适度。同时，银行保险机

构要提高站位，千方百计加大对保供稳价工作的支持力

度，尽量满足煤炭、煤电、钢铁等企业合理适度的信贷

需求。

盘和林表示，一方面，信贷给予要适度。给予生产企

业更加宽松的信贷支持，可以对煤电企业提供定向的再融

资和再贷款，更加精准地扶持生产企业。同时，信贷投放

要考虑风险因素，优化资源配置，强化银行风控，在此基

础上对生产企业合理融资适当倾斜。另一方面，在信贷发

放后，要跟踪信贷使用情况，做到专款专用，切实将信贷

资金用到生产上。

客观地说，煤电、煤炭、钢铁等行业企业部分存在着

产能过剩以及生产经营长期亏损等情况。董希淼建议，下

一步，银行保险机构要坚决退出过剩产能贷款，对于一些

长期亏损的没有竞争力的“僵尸企业”，信贷资金要逐步

退出，并将这部分无效资金用到更高效的领域。

多地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本报记者 亢 舒

近日，多地公布“十四五”时期住房发展规划。《上海

市住房发展“十四五”规划》 明确，将新增供应保障性产权

住房约 23 万套。广州提出，到 2025 年，全面完成 66 万套保

障性住房建设筹集任务。广西提出，力争“十四五”期间新

建保障性安居工程 39.42 万套，建设面积达 3028 万平方米，

包括公共租赁住房 6.26 万套、棚户区改造 33.16 万套，且年

均发放租赁补贴规模保持在 8 万户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地住房发展规划中，都提出大力发

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上海提出“十四五”期间建设筹集保障

性租赁住房 40 万套 （间），约占住房供应总量的 40%。广东

提出“十四五”期间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74.05 万套

（间）。江苏提出“十四五”期间将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 20

万套 （间）。广西提出今年将建保障性租赁住房 1.39 万

套。武汉市拟规定中心城区新建商品房按 6%配建保

障性租赁住房。

今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 发 《关 于 加 快 发 展 保 障

性 租 赁 住 房 的 意 见》，

首 次 明 确 了 国 家 层

面的住房保障体系的顶层设计。国家的住房保障体系将以公

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

据了解，保障性租赁住房面向的对象与公租房不同，主

要解决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学生等新市民、青年人的住

房困难问题。这些新毕业的大学生来到大城市就业，不符合

申请公租房的收入条件，保障性租赁住房可以成为新市民和

青年人解决居住问题的选择。通过保障性租赁住房解决了阶

段性住房困难后，当这部分人群有一定的积累和能力，但是

仍然难以购买商品住房时，政府安排共有产权住房的供给，

通过拥有部分产权，使得他们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住房，改

善居住条件。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以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为重

点，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努

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副部长倪虹表示。

据介绍，今年 10 月底前，城市人民

政府应确定“十四五”保障性租赁住房

建设目标和政策措施，制定年度建设

计划，并向社会公布。新市民和

青年人多、房价偏高或上涨压

力较大的大城市，在“十四

五 ” 期 间 ， 新 增 保 障 性

租赁住房占新增住房

供应总量的比例应力争达到 30%以上。

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将给予更多支持。倪虹介

绍，《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 提出了六方面

政策，可以说力度大、措施实、含金量高。

一是进一步完善土地支持政策。对于利用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企事业单位自有土地、产业园区配套用地建设保障

性租赁住房以及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都给

出了实实在在的政策和支持。二是简化审批流程。利用非居

住存量土地和非居住存量房屋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可由市

县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审查建设方案，取得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认定书后，由相关部门办理立项、用地、规划、施

工、消防等手续。三是中央将对符合规定的保障性租赁住房

建设任务给予一定的补助。四是降低税费负担，利用非居住

存量土地和非居住存量房屋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取得项目

认证书后，比照适用住房租赁增值税、房产税等税收优惠政

策。五是执行民用水电气价格。六是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

支持银行业机构以市场化方式向保障性租赁住房自持主体提

供长期贷款，在实施房地产信贷管理时予以差别化对待。

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院长严荣表示，全面落实这些

含金量高的措施，继续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力度，有助

于新市民、青年人在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租得

到 、 租 得 起 、 租 得 近 、 租 得 稳 、 租

得好。

66 万套意味着什么
本报记者 张建军

日前，广州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工作的意

见》，提出到 2025 年，全面完成 66 万套保障性住房。其中，公

租房 3 万套、共有产权住房 3 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60 万套。

逐步提高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保障标准，帮助

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66 万套保障性住房是一个什么概念？数据显示，广州

在“十二五”“十三五”的 10 年间，总共建设保障性住房 25.57

万套。2016 年至 2020 年 5 年间，广州一手住宅总成交 50.6

万套。

政策更大的亮点在于，未来 5 年，广州保障房供应将大于

商品房。根据规划，整个“十四五”时期，广州中心城区计划供

应 10 万套商品住房，南沙副中心和外围区域计划供应 55 万套

商品房。也就是说，广州未来商品房供应量为 65 万套。

为确保如期完成，广州计划通过 7 种渠道，包括城市更新

复建安置区配置中小户型住房、“工改租、商改租”等。广州强

调，充分发挥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作用，

多渠道筹集建设保障性住房，不断完善符合广州实际的住房

保障体系。

除了保障房数量有保证，保障房地段也都不错。据了解，

这 60 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有 21.42 万套位于天河、海珠、荔

湾、越秀四区，有 44.58 万套位于白云、黄埔、番禺、花都、南沙

等地。

建设这么多保障性租赁住房，会对当地房地产市场产生

什么影响？“如果广州能够实现 66 万套保障住房目标的话，会

给当地租赁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广州房地产观察研究人士

邓浩志分析说。目前，广州的住房租赁市场整体年租

金回报率大概在 2%以内。这样的情况下，广州住房租

金不仅涨不动，甚至可能出现回落。

对于商品房价格的影响，有专家分析认为，供

给量一定会反馈到价格上，但目前还有待观察。整

体上，将对广州稳房价、稳预期起到积极作用。

好 政 策 要 发 挥 好 效 果
郭存举

日前，多地出台加快发展保障房相关举措，引发关注。

要让保障房有真保障，让好政策发挥好效果，还需要从配套

设施、房屋质量、申请门槛等问题入手。

保障房面向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既然如此，就要下

大力气解决配套设施滞后问题，提升保障房的生活便利性。

楼房建设交付，住房保障建设并没有完成。此前，在一些城

市，由于保障房项目位置偏远，生活不便，出行成本较高，

让不少人对其“爱恨交加”，甚至出现保障房空置现象，既没

有起到保障效果，又浪费了公共资源。鉴于此，医疗、教

育、交通等基础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要在项目启动之初就

全面统筹考虑，不应出现“一建了之”或“先盖楼、再完

善”的情况。

长期以来，由于保障房利润空间较小，个别房地产开发

商从各个环节缩减成本，导致部分房屋质量不达标，有些人

甚至认为保障房就是劣质房。保障房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

如果房屋质量没有保障，负面影响少不了。相关部门要严格

把关，加强监管，让每个保障房项目都能经得起时间检验。

此外，还要进一步拓展保障房覆盖的范围。数据显示，现

在大城市有 70%的新市民和青年人是租房住，这些人往往工作

年限短，收入相对较少，买不起房、租不起好房。这其中，保障

房的作用至关重要，要想把好事办好，就需要在保障房申请的

户籍要求、工作属性、工作年限、社保缴纳等多个方面降低门

槛，让更多人有条件、有机会申请保障房项目。

实际上，相比建设规模和推进速度，保障房的公平分配

更为重要。一方面要在制度设计和程序运行上做到公开公正

透明，接受全社会监督，真正做到面向需要保障的人，加大

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做到严管重罚；另一方面也要提高

保障房政策到达率，让更多人了解保障房政策，让所有具备

条件的人都有平等机会去申请。

要让更多真正有保障的保障房不断涌现，让买不起房子

的居民尽快改善居住条件，还需要

相关方面一起努力，让全体人民住

有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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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提出，严禁对符合支持条件的煤电、煤炭等企业和项目违规抽贷、断贷，防止运动式减

碳和信贷“一刀切”。

□ 银行保险机构要提高站位，千方百计加大对保供稳价工作的支持力度，尽量满足煤炭、煤电、

钢铁等企业合理适度的信贷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