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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电单车进驻近半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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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控支持实体经济贷款违规入楼市

12 月 5 日 ，江 苏

省太仓港集装箱码头

集装箱吞吐作业一派

繁忙景象。11月份，江

苏省太仓港完成集装

箱吞吐量70.7万标箱，

同比增长 55.8%，创单

月历史最高纪录。

计海新摄

（中经视觉）

中共中央政治局 12 月 6 日召开会议，分

析研究 2022 年经济工作。此次会议强调，

“要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商品房市场

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促进房地

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住房问题事关

千家万户，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对金融稳定

和 宏 观 经 济 平 稳 运 行 有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影

响。此次会议关于住房问题的部署为下一

步我国推进住房保障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是持续改善民生

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加快补齐住房租赁短

板，提升民众获得感。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已

经完成顶层设计，主体包括公租房、保障性

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其中，重在解决

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缓解新市民、青年人

住房困难的保障性租赁住房是新发展阶段

保障性住房工作的重中之重。2021 年，全国

40 个城市计划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93.6 万

套 ，截 至 10 月 底 ，全 年 任 务 已 经 完 成

82.2%。从多地公布的“十四五”住房发展规

划看，保障性住房特别是保障性租赁住房建

设将持续推进。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应切实

把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相关支持政策落实到

位，让广大住房保障居民住得进，更住得好。

今后，将更好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

求。今年以来，我国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

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分档设置了房地产

贷款余额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两

个上限，对超过上限的金融机构设置过渡

期，并建立区域差别化调节机制，目的在于

避免商业银行将过大比例的信贷集中在房

地产领域，通俗地讲就是不把鸡蛋装在同一

个篮子里。这项管理举措取得积极成效，银

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个人住房贷款集

中度稳步降低。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购房者

反映，一些城市银行按揭贷款投放周期明显

延长，难以满足购买首套房或者改善型住房

时的合理购房需求。银保监会负责人近日

表示，现阶段，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重点满

足首套房、改善型住房按揭需求。可以预

计，首套和改善型住房的按揭需求将更好得

到满足。

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有利于

经济实现稳中求进。当前个别房企经营风

险爆发，其重要原因是自身经营不善、盲目

扩张。整个行业应从中得到警示，房地产业

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模式有巨大风险，

应该摒弃。实现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应避免

市场大起大落，严防企业经营风险，避免给

整个宏观经济造成不利影响，要让房地产销

售、购地、融资等各个环节都处于常态化运

转。今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销售市场和土

地市场出现明显降温，一些企业融资、拿地、

开工建设、销售回款、竣工交付等环节出现

不同程度困难，相信随着房地产合理资金需

求得到满足，特别是合理发放房地产开发贷

款、并购贷款，房地产市场将有望实现良性

循环。

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当日，中国人民银

行宣布将于 12 月 15 日降准。结合当前房地

产市场遇冷态势，有人就此认为房地产市场

又将进入过快上行通道，这种看法未免片

面。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降准的目的

是加强跨周期调节，优化金融机构的资金结

构 ，提 升 金 融 服 务 能 力 ，更 好 支 持 实 体 经

济。将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运用降准资金加

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

度，显然，降准的重点是支持实体经济。

值得强调的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这一定位不会改变，仍有炒房心理

的投机者应该放弃幻想。我国在 2016 年底

首提“房住不炒”，至今一直坚定不移地落实

这一定位，即便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特别是新

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时，也没

有动摇，未将房地产再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

手段，不走过度依赖房地产的老路。

因此，有关监管部门应继续坚持“房住

不炒”定位，加大监管力度，严格控制用于支

持实体经济的贷款辗转违规进入楼市。对

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言，应该清醒地认识

到，整个行业高杠杆、高负债的模式已经难

以为继，一旦吃紧的资金链获得改善，应该

用于提高产品力和维持健康良性运转，并将

降 杠 杆 、降 负 债 、

避免踩到“三条红

线 ”作 为 长 期 坚

持的原则，不应再

试图盲目扩张。

对 于 房 地 产 开 发 企 业 而 言 ， 应 该 清 醒 地 认 识 到 ， 整 个 行 业 高 杠

杆 、 高 负 债 的 模 式 已 经 难 以 为 继 ， 一 旦 吃 紧 的 资 金 链 获 得 改 善 ，

应 该 用 于 提 高 产 品 力 和 维 持 健 康 良 性 运 转 ， 并 将 降 杠 杆 、 降 负

债 、 避 免 踩 到 “ 三 条 红 线 ” 作 为 长 期 坚 持 的 原 则 。

近日，在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共享出

行分会和松果智库联合主办的“双碳”背

景下绿色交通产业发展研讨会上，松果

智库发布了《2021 中国大县域共享电单

车交通安全报告》。《报告》指出，当前共

享电单车正在广泛进入县域下沉市场，

成为县域公共交通重要组成部分，49.2%

的县城有共享电单车进驻，行业发展迎

来历史性机遇。

《报告》显示，2018 年至 2019 年，共

享电单车渗透率从 2.5%增长至 11.3%。

目前已经覆盖近半县城，成为大县域用

户日常出行工具。数据显示，2020 年我

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达 3 亿辆。从

私人拥有量来看，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

百户电动自行车拥有量为 57.5 辆，农村

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电动自行车拥有量

是 74.8 辆。

“近两年，在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

下，短途交通领域发生了一些相对深层

次的变化。”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共享出行

分会副会长、松果出行创始人兼 CEO 翟

光龙指出，电动自行车凭借非接触、开放

空间等特点，成为很多人出行第一选择。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的意见》对交通领域降碳有很明晰

的方向指引，一是优化交通运输结构，二

是推广节能低碳型交通工具，三是积极

引导低碳出行。”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王双指出，“共享电单车覆盖了低

碳型交通工具、低碳出行两个板块，符合

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电动自行

车以其经济、便捷等特点，成为人民群众特别是大县域居民出

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交通运输部原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许

宝利说。调研数据显示，共享电单车用户日常出行的高频距

离主要为 2 公里至 5 公里，与县城城区面积相契合，可以覆盖

居民日常出行需求。而且，共享电单车价格实惠、使用便捷等

特点，与用户关注指标高度适配。

“较之所有权，使用权是最重要的。”对于电单车，中国政

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主任朱巍肯定了“共享”取代“自购”的

价值，“便利出行、价格实惠，而且不用自己充电”。

自共享电单车进入大县域市场以来，交通安全是企业、政

府和用户最为关注的问题。《报告》显示，共享电单车事故的主

要诱因在于用户缺乏安全意识。共享电单车在事故率方面则

显著低于家用电单车和摩托车。随着共享电单车多管齐下的

安全管控和劝导，居民交通安全意识显著提升。

“小城市发展共享电单车的时机已经成熟。”北京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规划所副所长盖春英指出，当前大城市

首先要解决共享电单车的顶层设计问题，而小城市用户有刚

需，共享电单车企业要与政府部门一起研究在城市综合交通

系统中，共享电单车扮演什么角色，加强规划和顶层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