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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住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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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市场量足价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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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士特集团西安高新厂区智慧物流小车正进行物品运输。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当前个别城市出现房地产项目延期交

付的情况，关于商品房预售制度是否应该

取消的讨论声再起。商品房预售制需要购

房者先支付购房款，待住房建完后再向购

房者交付。过去 20 年，商品房预售制推动

了我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

商品房预售资金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

重要资金来源，预售制缩短了房企资金回

笼周期和住房交付周期，支撑了房地产行

业的高周转。然而，个别预售房地产项目

交付时也出现房屋质量欠佳、项目烂尾等

问题。预售制到底该不该取消，不妨我们

先看看海内外商品房预售制的有关做法。

内地发展房地产市场之初便借鉴了香

港 地 区 的 商 品 房 预 售 制 度 ，俗 称“ 炒 楼

花”。香港对于预售制度的监管较严，也曾

出现某新楼盘被有关主管部门叫停预售楼

花的情况，原因是开发商未能证明有财力

应付项目超支。这家开发商曾通知买家延

迟交房，受影响的购房者可选择继续买卖

或取消成交，如果选择取消，可以按照合同

退回订金及利息补偿。按照规定，开发商

开发资金超支一成以上时，必须向主管部

门提交证据证明自己有足够财力，否则不

能继续推销期房房源。正是基于较为完善

的监管，2003 年之后香港住宅市场未出现

“烂尾楼”情况。

对于期房销售，一些国家推行按工程

进度支付款项，且支付款项的时间节点规

定比较详细。如法国商品房预售中，购房

款支付须分期进行，地基建好时付到 35%，

主 体 完 工 时 付 到 70% ，全 部 竣 工 时 付 到

95%，剩余的 5%作为押金在入住时支付，以

确保开发企业按规定执行合同。

在新加坡，预购人按照房屋工程建造

进度分期支付一定比例的房款。双方签署

房屋购买合同后，买家总共支付的预付款

比例为 20%，完成地基后再付 10%，整体框

架完成后交 10%，配套设施如电线铺设、车

库、门窗安装等完工时再交 20%，无人占用

新房后交付 25%，最后确认所有项目建成

后交付 15%。

英国推行按时间分期付款。期房的首

付比例约为 10%至 25%，在双方签订协议的

21 天内支付首付款，随后的 6 个月至 24 个

月再支付第二笔、第三笔各 5%至 10%的房

款，交付后至少支付 55%的尾款。

一些国家则规定有预售房订金的保全

措施。比如在日本，针对购房者交纳的订

金，开发企业要向相关金融机构交纳担保或

保险金，只有为购房者制定了预售金保证

书，房企才可向政府申请预售和建筑许可。

这些经验表明，制度和法制保障不可

或缺。进一步完善和细化我国商品房预售

资金监管相关制度，是优化商品房预售资

金监管的重要前提和必由之路。我国的商

品房预售制度正在不断完善。今年年初，

有关部门出台了预售资金监管规定，首次

从全国层面对商品房预售作出统一安排、

确定监管机制。各地也出台针对预售资金

的监管办法、工作措施等。

当前我国商品房预售制的许多问题出

现在监管方面。与很多国家实施的购房者

按工程进度支付款项相比，我国现行的商

品房预售制度是在交房之前购房者就支付

全款。款项进入指定账户后，根据工程进

度按照相关比例拨付。问题出现在地方有

关部门和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单位，或是

没有严格按照相关制度执行监管，或是执

行不到位。个别开发商与建筑商、供应商

利用监管空隙，通过开具虚假发票、虚报工

程进度等方式，提前支取预售监管资金。

预售资金被挪用的情况也并不鲜见，一些

房企会将预售资金由集团统一调配使用，

用于偿还贷款、支付土地款、发放员工工

资等。

关于商品房预售制的去留，一直都有

争论。近年来，我国很多城市对于现房销

售有积极探索，如北京在土地出让时设置

了竞现房销售面积的环节，也就是说，现房

销售面积更大，很可能成为企业竞得土地

的优先条件。对于是否全面取消期房预

售，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法规部主任綦相

近日在发布会后接受记者追问时回应称，

这关乎整个房地产新模式，国家会统筹考

虑这个问题。并表示，这不仅仅涉及金融

监管政策，还需要住建部、人民银行等多个

部门统筹政策协调。

应明确的是，在商品房市场出现一定下

行趋势时，不一定是取消预售制好的时间窗

口。应进一步

优化商品房预

售 资 金 监 管 ，

特别是对可能

造成“烂尾楼”

等风险的预售

资金监管漏洞

应 坚 决 堵 住 ，

让预售资金监

管制度更好发

挥正面效应。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

究所日前发布的《中国产业互联网生态

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9

年至 2021 年，产业互联网对 GDP 增长

率的拉动率呈上升趋势，产业互联网已

成为促进 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

究所副所长、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

副院长戎珂表示，测算显示，在基准情

形下，产业互联网在 2035 年会占整个

中国 GDP 的 21%左右。随着数字技术

的提升，以产业互联网为重要组成部分

的数字经济将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

代表未来核心竞争力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

部主任、智慧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

志广表示，目前产业互联网发展面临三

个挑战，分别是应用场景、数据、系统性

的挑战，这决定了产业互联网不可能像

传统互联网那样爆发式增长和发展，不

太可能形成广泛、共性的大平台和万物

互联的产业生态，而需要一个沉淀和探

索的过程，需要逐个行业踏实去做，这

样的产业互联网平台才能给企业带来

价值，真正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产业互联网一定是连接上下游或

者具备高度关联性的产业生态，尽管生

态规模和体量有限，但是具备更加专精

特新的属性和更大的产业链价值，未来

将代表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单志广说。

戎珂介绍，据测算，2018 年至 2021

年，我国产业互联网的实际增加值逐年

上升，分别达到 1.818 万亿元、1.999 万

亿元、2.120 万亿元、2.397 万亿元；2019

年至 2021 年，产业互联网对 GDP 增长

的拉动率分别为 0.22%、0.14%、0.30%，总

体呈上升趋势，产业互联网已成为促进

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报告》分析，产业互联网不仅会在

经济增长中成为一大动力来源，而且可

以改善就业，同时在区域发展方面，起

到减小数字鸿沟的作用：通过空间计量

分析发现，中国产业互联网生态空间集

聚态势明显，但空间集聚效应在逐年减

弱，且产业互联网不仅在东部地区发展

迅速，也逐渐向中西部地区外溢。

“互联网前 25 年，是消费互联网的

时代，老百姓的刚需是吃喝玩乐、衣食

住行的数字化。谁解决这个刚需，谁就

能赢得当时的市场。现在的蓝海是产

业互联网，产业数字化是刚需，是新的

用户需求，也是互联网的下半场。”360

集团创始人周鸿祎说。

支撑中小企业发展

《报告》认为，产业互联网生态培育

有助于支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

扶持早期的创新企业，提供更为综合的

服务体系。除了资金以外，更重要的是

利用产业生态资源，助力企业解决从建

立品牌到寻找客户资源，再到市场验证

等一系列初创期难题。

例如，腾讯云启产业加速器截至今

年 1 月份已经集聚了 AI（人工智能）、

SaaS（软件即服务）、区块链、云原生四

大赛道的 283 家优秀企业服务公司，覆

盖金融、工业、医疗等众多行业赛道，其

中 70%成员企业通过加入腾讯产业加

速器的价值运营和资源链接，获得融资

助力。今年，腾讯云启产业加速器又新

开启了碳中和赛道。

作为 SaaS 战略的试水，360 集团面

向中小微企业推出了免费的数字安全

云服务，并已发展到 50 万用户。“大型

企业数字化的路径，中小企业并不适

用。大多数中小微企业处于数字化的

盲区中，面临没钱、没人、没技术、没效

果的困境，而 SaaS 则是助力中小微企业

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撒手锏。SaaS 的优

势在于交付门槛低、配置要求低、技术

难度低、使用成本低。”周鸿祎说。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研究

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文娟表示，目前，产

业互联网处于高研发投入和长周期回

报的培育期。很多中小企业对于转型

产业互联网存在“不愿转”“不敢转”“不

会转”的现实困境。怎么选择发展模式

来更有效吸引更多中小企业，是下一步

产业互联网生态发展面临的挑战。

“产业互联网生态是一个不断把蛋

糕做大的过程，是大中小企业协同发

展、共同获益的过程。产业链上中下游

平台与合作伙伴之间是共生共赢的关

系。平台为合作伙伴降本增效，提供经

营上的便利；合作伙伴用平台提供的数

字化工具和其他便利创造用户价值，互

利互惠，实现整体价值的循环和提升。”

腾讯研究院副院长李刚说。

加快培育产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副总工程师何伟表示，

产业互联网的核心是帮助工业或传统

行业的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形成以数据

驱动的智能优化闭环。在数据驱动下，

快速感知、敏捷响应、动态优化、全局智

能将成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竞争力。

《报告》认为，产业互联网生态可以

为不同的核心企业提供入口，从而打造

自己的竞争优势。核心企业需要先有

愿景战略，明确自身发展定位，同时能

够吸引并带领伙伴一起构建生态，打造

生态信任；要有可以针对公司及生态层

面的具体解决方案，包括内外制度设

计、投融资、技术、产品/服务方案、人力

组织等，最终形成一种生态型商业模

式；要布局培育可以贡献不同商业模式

的生态伙伴，这些伙伴会通过共同挖掘

和掌握行业特定的知识来落地生态型

商业模式。

戎珂分析，从国内当前的产业互联

网生态发展格局来看，依托于核心企业

的不同优势能力，产业互联网生态形成

了不同的演化路径和类型。以华为、海

尔、腾讯和树根网络为例，分别是从连

接计算、制造、软件、运维等不同的角度

切入来建立不同范式的产业互联网。

比如，华为在连接和计算层面积累

了强大的数字技术优势，可以沿着数字

技术维度赋能相关的产业互联网生态；

海尔在制造层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擅

长对制造领域产业互联网的赋能升级；

腾讯在消费互联网深耕多年，擅长利用

相关 IT 技术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并能

基于消费场景向行业背后的生产场景

进行渗透；树根网络在运维层面具备优

势，其商业模式围绕机器的运维能力展

开，并将运维能力赋能到相关行业。

《报告》认为，产业互联网生态是一

个巨大的系统，无论是全球的产业互联

网格局，还是国内的产业互联网格局，

都没有一家企业具备打通所有产业的

能力。因此，产业互联网生态将演化出

“一米宽、百米深”的竞争格局。

“在‘一米宽、百米深’的工业互联

网深耕过程中，必须攻关的是制造资源

连接后，对于工业运行机理所蕴含工业

知识的深层次理解。”国家工业信息安

全发展研究中心处长李君说。

“由于小麦单产高、价格好，再加上中央

财政两次向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

缓解农资价格上涨带来的种粮增支影响，农

民今年的种粮收益普遍好于上年，实现了丰

产又增收。”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

人刘涵在近日召开的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

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夏粮小麦喜获丰收，市

场购销两旺。

日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半年报发

布，据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展规划司司长

曾衍德介绍，夏粮产量创历史新高，早稻及秋

粮丰收基础较好；“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农

业农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上半年，“米袋子”“菜篮子”重点品种供

应充足，价格总体波动幅度不大。从农业农

村部监测调度来看，1 月份到 6 月份，“农产品

批发价格 200 指数”为 127.96，同比高 2.49 个

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0.4%，影响 CPI 下降约 0.08 个百分点。其中，

三大主粮价格稳中有涨，6 月份稻谷、小麦、

玉米 3 种粮食集贸市场月均价每百斤 135 元，

比 1 月份上涨 4.6%，同比高 4.5%。稻谷、玉米

价格基本稳定，小麦受生产成本上涨推动和

国际市场传导影响，价格恢复性上涨。

当下正处于小麦购销旺季，农民能否实

现丰收又增收备受关注。刘涵分析指出，目

前新麦市场运行呈现价格行情历史最好和收

购进度正常偏快两大特点，“一方面，由于新

麦的质量明显好于去年，市场需求旺盛，收购

均价稳定在每斤 1.5 元左右，比去年同期高约

0.3 元。另一方面，收购进度正常偏快。粮食

加工、储备等企业收购意愿较强，市场收购平

稳有序”。

“菜篮子”产品价格总体平稳。根据对全

国 500 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的监测，6 月

份，猪肉价格每公斤 26.55 元，同比下降 1.7%；鸡蛋价格每公斤

11.16 元，同比增长 11.2%；生鲜乳价格每公斤 4.13 元，同比下降

3.3%。蔬菜、水果、鸡蛋等品种供应充足，由于成本上涨及高温天

气影响，当前价格水平高于去年同期，但波动基本符合常年规律。

6 月底生猪价格上涨幅度较大，猪肉当月平均批发价每公斤

环比上涨 4.3%，对此，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人陈光华认为，

此轮猪价上涨叠加一些特殊因素的恢复性、季节性上涨，但生产是

充足的，后期猪价不具备持续大幅上涨的动力。“今年以来，能繁母

猪存栏量一直处于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域，已连续 2 个月回

升。从新生仔猪数量看，上半年新生仔猪数量与去年同期相当，预

示下半年生猪上市量不会比去年少。从中大猪数量来看，6 月份

规模猪场 5 月龄以上的中大猪存栏量同比增长 8%，生猪供应和猪

肉产量将稳定增加。上述数据表明，下半年肥猪供应有保障。”

目前，猪价已经有所回落。对于下半年生猪市场如何稳产保

供，陈光华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将紧盯能繁母猪存栏量等关键指

标，引导养殖场（户）合理安排生产，“督促地方落实生猪稳产保供

省负总责要求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稳定并落实长效性支持政

策，给行业一个稳定的政策预期”。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含辖内各分/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
司签署的《资产买卖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债
务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履
行相应合同约定义务。

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借款人及其相应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若借款人（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及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借款人名称

河北壹州食
品有限公司

河北坤腾泵
业有限公司

唐山渤海石
油有限责任
公司

霸州市胜芳
万路建材有
限公司

霸州市天利
制管有限公
司

河北鑫源龙
骨建材有限
公司

河北会兴金
属制品有限
公司

唐山春秋钢
结构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

迁安市金沣
秋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

河北海贺胜
利印刷机械
集团有限公
司

贷款行

中信银行石
家庄分行

中信银行石
家庄分行

中信银行唐
山分行

中信银行石
家庄分行

中信银行唐
山分行

中信银行石
家庄分行

中信银行石
家庄分行

中信银行唐
山分行

中信银行唐
山分行

中信银行唐
山分行

合计

贷款本金
余额（万元）

1400.00

4381.03

14992.38

18699.81

3970.00

6949.10

10698.09

1798.00

1885.39

1792.18

66565.98

借款合同号

2016 冀 银 贷 字 第
16100092 号

2017 冀 银 贷 字 第
17100143 号 、2017 冀 银
贷 字 第 17100142 号 、
2017 冀 银 贷 字 第
17100145 号 、2017 冀 银
贷字第 17100146 号

2017 唐 银 贷 字 第 M011
号 、2017 唐 银 贷 字 第
M012 号、2017 唐银贷字
第 M013 号、2017 唐银贷
字第 M014 号、2017 唐银
贷字第 M015 号

2018 信银石人民币流动
资 金 贷 款 合 同 字 第
006355 号 、2018 信 银 石
人 民 币 流 动 资 金 贷 款 合
同字第 006804 号

2018 唐 银 贷 字 第 A004
号

2017 冀 银 贷 字 第
17100056 号

2018 信银石人民币流动
资 金 贷 款 合 同 字 第
006509 号

2018 信银石人民币流动
资金贷款合同（2018 年）
字第 015601 号

2016 唐银贷字第 D104 号

2017 唐银贷字第 J102 号

担保人名称

河北壹州食品有限公司、李存英、
石 家 庄 梨 花 雨 果 品 销 售 有 限 公
司、姚志永、刘云

邢玉坤、邢文博、河北坤腾泵业有
限公司、河北坤腾食品机械有限
公司、河北坤腾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河北坤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承德栗源食品有限公司、哈尔滨
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渤海石
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刘景华、李
小君、赵光明、李玉文

霸州市胜芳万路建材有限公司、
河北会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米
建存、关秀敏、王洪侠、杨喜明、霸
州市紫旭贸易有限公司

李宝树、费丽媛、李宝山、霸州市
胜芳万路建材有限公司、李宝芹、
郑士敏、王印全

霸州市胜芳万路建材有限公司、
张振刚、曹荣珍、河北鑫源龙骨建
材有限公司、霸州市舒心商贸有
限公司

杨红旭、杨红杰、邢洁、齐雨华、霸
州市华飞实业有限公司、霸州市
天利制管有限公司、霸州市胜芳
万路建材有限公司

唐山市开平区伟业数控精密制造
厂、唐山力必拓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赵晶、唐山春秋钢结构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唐春秋

迁安市建华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河 北 海 钺 耐 磨 材 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杨秀全、杨秀安、迁安市金沣
秋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孙智先、张月芬、河北海贺胜利印
刷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精密
印刷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
市敦石投资有限公司、玉田县海
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玉田县海
利兴源商贸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号

2016 冀银最抵字第 16130067 号、2016 冀银最抵字第
16130068 号、2016 冀银最保字第 16120155 号、2016
冀 银 最 保 字 第 16120156 号 、2016 冀 银 最 保 字 第
16120157 号

2016 冀银最保字第 16120250 号、2016 冀银最保字第
16120251 号、2016 冀银最抵字第 16130110 号、2016
冀 银 最 抵 字 第 16130112 号 、2016 冀 银 最 抵 字 第
16130109 号、2016 冀银最抵字第 16130111 号

2015 唐 银 最 抵 字 第 M101 号 、2017 唐 银 最 保 字 第
M004 号、2017 唐银最保字第 M005 号、2017 唐银最
保字第 M006 号、2017 唐银最保字第 M007 号、2017
唐银最保字第 M008 号、2017 唐银最保字第 M009 号

2016 冀银最抵字第 16130268 号、2018 信银石最高额
保证合同字第 006009 号、2018 信银石最高额保证合
同字第 006107 号、2018 信银石最高额保证合同字第
006206 号、2018 信银石最高额保证合同字第 006557
号、2018 信银石最高额保证合同字第 006556 号、2018
信银石最高额保证合同字第 006155 号

2018 唐 银 保 字 第 A004- 2 号 、2018 唐 银 保 字 第
A004-1 号、2018 唐银保字第 A004-3 号、2018 唐银
保 字 第 A004- 7 号 、2018 唐 银 保 字 第 A004- 6 号 、
2018 唐 银 保 字 第 A004- 4 号 、2018 唐 银 保 字 第
A004-5 号

2016 冀银最保字第 16120065 号、2016 冀银最保字第
16120066 号、2016 冀银最保字第 16120067 号、2016
冀 银 最 抵 字 第 16130029 号 、2016 冀 银 最 权 质 字 第
16140060 号 、2016 冀 银 最 权 质 字 第 16140061 号 、
2017 冀银最保字第 17120081 号

2016 冀银最权质字第 16140379 号、2016 冀银最权质
字第 16140380 号、2018 信银石最高额保证合同字第
006458 号、2018 信银石最高额保证合同字第 006558
号、2018 信银石最高额保证合同字第 006108 号、2018
信银石最高额保证合同字第 006357 号、2018 信银石
最高额保证合同字第 006255 号、2018 信银石最高额
保证合同字第 006406 号、2018 信银石最高额保证合
同字第 006207 号

2018 信银石最高额保证合同字第 015752 号、2018 信
银石最高额保证合同字第 015651 号、2018 信银石最
高额保证合同字第 015801 号、2018 信银石最高额抵
押合同字第 015851 号、2018 信银石最高额保证合同
字第 015502 号

2016 唐银保字第 D119 号、2016 唐银保字第 D120 号、
2016 唐银保字第 D122 号、2016 唐银保字第 D121 号、
2016 唐银应质字第 D103 号

2016 唐银最权质字第 J101 号、2016 唐银最权质字第
J102 号、2016 唐银最权质字第 J104 号、2017 信唐银
最权质字第 J101 号、2017 唐银保字第 J101 号、2017
唐银保字第 J102 号、2017 唐银保字第 J103 号、2017
唐银保字第 J104 号、2017 唐银保字第 J105 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