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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 复 苏 力 量 正 在 积 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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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周 雷 吉亚矫 美 编 王子萱

稳预期、防风险、促转型将是 2023 年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的关键。2023 年，政策的精准性协调性将继续促进房地产市场企

稳。关键是要尊重规律，尊重实际，以更大力度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提升市场信心。

碳纤维产业迎来大规模发展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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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化纤集团国兴碳纤维公司生产车间在吉林化纤集团国兴碳纤维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整理工人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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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房地产市场初露企稳端倪，

回暖复苏的各方面力量正在积蓄。

房地产产业链条长、涉及面广，对国民

经济具有重要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作用决

定其将为宏观经济企稳贡献重要力量，反

过来，宏观经济持续向好，也成为房地产市

场各方主体增强发展信心的重要前提。当

前 房 地 产 市 场 面 临 的 重 要 难 题 是 预 期 不

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是一项长期任

务。房地产自身特点决定了稳预期在“三

稳”中尤为重要，多年来的实践也表明，预

期稳，地价、房价才能稳，才能够形成良性

循 环 、促 进 市 场 平 稳 运 行 。 如 何 稳 预 期 ？

近年来，“房住不炒”逐渐深入人心，投机炒

房得到有效遏制，保护了合理消费，夯实了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市场朝着平

稳健康发展方向迈进，各方主体对房地产

行业有信心。

实现预期好转，重要的两个群体一是购

房者，二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对于购房者而

言 ，宏 观 经 济 向 好 ，对 房 地 产 市 场 就 有 信

心。随着疫情对经济以及工作生活的影响

逐步减弱，居民收入逐步提升，按揭贷款的

还款能力增加，自然出手购房的意愿更强

烈。对于开发企业而言，其资金来源主要是

房屋销售回款和融资。购房者有信心，开发

企业的信心也将随之回升，当前融资环境也

在日益向好。购房者和开发企业的信心提

升，是市场联动好转的基础。

未 来 的 市 场 规 模 也 构 成 预 期 的 一 部

分。从长远看，每年销售 13 亿平方米左右仍

然是很大的需求规模。我国仍然处在城镇

化持续发展阶段。2022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

镇 化 率 比 上 年 提 高 了 0.5 个 百 分 点 ，达 到

65.22%，但是与发达国家 80%左右的水平相

比仍然不高，有提升空间。2022 年我国新增

城镇人口数量巨大，这也成为房地产行业未

来的发展潜力。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房地产

市场已从快速增长阶段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难以再维持过去曾达到的每年 18 亿平方米

的商品房销售规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2022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135837 万平

方米，比上年下降 24.3%。但每年销售 13 亿

平方米对市场仍有相当大的支撑作用，这是

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有利条件。

从市场反应看，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信

号。2022 年，一系列积极调控政策为市场的

企稳回暖提供了支撑。2022 年 12 月份，房

地产相关指标降幅收窄，出现新变化，12 月

当月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比 11 月收窄了 7.7

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到位资

金、房屋新开工面积等指标降幅也不同程度

收窄。进入 2023 年，不少城市房地产市场成

交量有增长趋势。今年春节期间，一些城市

的新房项目到访量与去年春节相比有所修

复。尽管当前仍处于调整阶段，相信随着相

关政策落地见效，2023 年房地产市场将会逐

步发生积极变化。

稳预期、防风险、促转型将是 2023 年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2023 年，政

策的精准性协调性将继续促进房地产市场

企稳。关键是要尊重规律，尊重实际，以更

大力度精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提

升市场信心，努力形成供需基本平衡、结构

基本合理、价格基本稳定，同经济社会发展

相协调、同住宅产业发展相协调，严控投机

炒房的格局。进一步通过保护契约和产权

来稳定预期。针对涉及 188 万居民的 2600

多 个 已 付 款 未 交 付 项 目 ，继 续 推 进“ 保 交

楼”，使市场避免恐慌。

注重防范化解风险，房地产市场才能平

稳健康发展，经济才能行稳致远。针对当前

存在的问题，大量输血，改善房地产企业的

流动性，主要包括商业银行提供贷款、为房

企发债提供担保、促进股权融资等。放松在

房地产市场过热期间采取的管制措施，扩大

有效需求，使房地产公司具备造血功能。通

过“抓两头、带中间”，以“慢撒气”的方式，防

范化解风险。“一头”抓出险房企，帮助企业

自救，并依法依规处置，房企不能保交楼的

就不能再买地，再搞新开发。“一头”抓优质

房企，一视同仁支持优质国企、民企改善资

产负债状况。

房地产行业的转型势在必行，应努力

摒弃“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旧有模式的

弊端，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预售制改

革 应 努 力 探 索 现 房 销 售 。 应 从 过 去 解 决

“有没有”向“好

不 好 ”转 变 ，加

大 力 度 提 高 住

房 品 质 。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提出，将建立房

屋 安 全 长 效 机

制，这将让房屋

全 生 命 周 期 安

全管理有依据、

有保障。

碳纤维是制造先进复合材料的重要

增强材料，强度高、抗摩擦、耐腐蚀，可广

泛应用于航空航天、能源装备、交通运

输、体育休闲等领域。自诞生以来，高端

碳纤维复合材料技术长期掌握在发达国

家手中。为了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

局面，我国在 2000 年后开始大力发展碳

纤维产业，并将其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是将在碳纤维

复合材料领域开展协同应用试点示范和

加强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的研发应用列

入其中。

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碳纤维产业

将 迎 来 大 规 模 发 展 ，市 场 应 用 不 断 拓

展。根据赛奥碳纤维《2016—2021 全球

碳纤维复合材料市场报告》，我国碳纤维

需求量从 2016 年的 1.96 万吨增至 2021

年 的 6.24 万 吨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率 为

26.06%，2021 年同比增速达 27.69%，预

计 2025 年国内需求量为 15.93 万吨。

当前，氢能源和光伏是高端碳纤维

产品的主要应用领域，围绕风光氢等下

游产业链需求，碳纤维企业正加快推动

制造技术成熟，提升新能源应用领域原

材料的保供率，加强企业竞争力。

在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牵引下，我

国碳纤维行业加快向更成体系、更高性

能、更低成本的方向迈进。日前，中复神

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高性

能碳纤维建设项目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落

地，项目建设多套聚合装置、原丝生产

线、碳化生产线以及配套工程。中复神

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良介

绍，该项目将充分利用核能蒸汽、光伏发

电实现碳纤维生产过程中的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同时将首次采用国内最先进的

4.0 版本的碳纤维产业化技术进行新的

生产基地设计，进一步提升中复神鹰高性能碳纤维产品在航

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打造碳纤维产业绿色

生态。

据了解，中复神鹰以连云港基地为中心，布局了西宁万吨

基地、上海航空应用研发基地和连云区新基地。“新基地在西

宁万吨生产技术的基础上，生产线智能化水平和能源综合利

用率均大幅提升，规模更大、水平更高、品质更强。该项目是

中复神鹰规模化战略布局迈出的新步伐，对提升公司整体竞

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张国良说。

近年来，在政策发力和企业努力下，我国不断取得碳纤维

制备和应用关键技术的新突破，相关产能持续跃升，自给率不

断提高。我国首个万吨级 48K 大丝束碳纤维工程生产线在上

海石化碳纤维产业基地投料开车；山西钢科已形成覆盖国内

高性能碳纤维领域主要品种的生产能力；为保障国产大飞机

关键原材料自主可控，中复神鹰持续攻关，成功突破了 T800

级碳纤维预浸料生产技术，产品主要性能达到国产大飞机要

求，目前正在开展工艺性能评价与验证⋯⋯经过行业企业的

不断努力，国产碳纤维的市场份额从 2019 年的 31.7%攀升至

2021 年的 46.9%。

尽管如此，有关专家表示，国产碳纤维的性能与质量稳定

性尚有提升空间，短期内碳纤维核心装备仍需依赖进口。在

关键核心技术上打造创新矩阵，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优势

的运行产能，是我国碳纤维产业面临的挑战，也是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长远目标。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央企应充分发挥

科技创新‘国家队’作用，为提升我国关键材料和技术的自主

可控，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建

材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育先说。

周育先表示，中复神鹰是中国建材集团新材料板块的重

要一员，中国建材集团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复神鹰抓住全球

碳纤维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的宝贵机遇，不断开辟新

领域、制胜新赛道，打造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碳纤维

企业。“未来，中国建材集团将继续支持中复神鹰把握碳纤维

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的新机遇，加快形成绿色制造新

动能，将生态优势、技术优势转变为企业发展优势，推动产业

上下游深度耦合，聚力打造高质量产业集群。”

在龙江森工林区大海林林业局青坪经

营所，2022 年林下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

青坪地处中浅山区，距局址长汀镇 28

公里。2014 年森工林区全面停止木材商业

性采伐后，职工放下采伐的斧锯，一时生计

无 着 。 钱 从 哪 里 来 ，业 上 哪 去 就 ，子 女 上

学、养老金该怎么办，成为摆在全所党员干

部职工面前的一道难题。

班子成员经多方考察论证，决定走林

下经济发展之路。青坪经营所主任佟海龙

告诉记者，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青坪经营

所现已建成灵芝生产加工基地、蓝莓红树

莓种植基地、繁育牛养殖基地、红松嫁接培

育基地四大基地。

以灵芝为例，基地占地 5800 平方米，年

种 植 灵 芝 2000 平 方 米 ，兼 顾 灵 芝 种 植 、观

赏、采收、加工，形成灵芝破壁孢子粉、灵芝

切片茶、灵芝磨粉、灵芝微粉、灵芝盆景、灵

芝酒等系列产品。

青坪经营所是全国林草系统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一个成功

案例。国家林草局统计数据显示，2022 年，

全国林业产业总产值实现 8.04 万亿元，林产

品进出口贸易额实现 1883 亿美元。

国土绿化加快落地上图

侯殿军是三北防护林辽宁省生态实验

林场的一名普通工人。他所在的北票实验

区，管护面积近 6.4 万亩，占林场总面积的

43%。这里造林立地条件差，人工费用高，

工作强度高，是营林生产中比较难啃的硬

骨头。

侯殿军采用“之”字形道路作业法，成

功解决了山地造林运输难题。在山地林木

浇水方面，他摸索出了 3 级、5 级提水的办

法，逐级建立临时蓄水池，解决了山地浇水

难度大、安全隐患多的难题。在北票扣北

营林班，侯殿军曾独自在砂砾岩上创造了

造 林 120 亩 的 奇 迹 ，成 为 林 场 山 地 造 林 的

样板。

“2022 年，国土绿化实现落地上图。林

草植被总碳储量达 114.43 亿吨，年碳汇量

12.8 亿吨。全年完成造林 5745 万亩，种草改

良 4821 万亩，治理沙化石漠化土地 2771 万

亩，实现了 1 亿亩的既定目标，其中山西、甘

肃、内蒙古、湖南、广东、广西、江西 7 个省份

人工造林均超过 100 万亩。”国家林草局局长

关志鸥说。

以三北工程为例，三北工程是世界上最

大的植树造林工程，年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价值达 2.34 万亿元，为维护国家生态安

全 、促 进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2022 年，三北各省份共同发力推进国土绿

化，使三北大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截至 2022 年 12 月 5 日，三北工程区完成

“双重”项目和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营造

林 1271.89 万 亩 、工 程 固 沙 及 其 他 26.88 万

亩。其中“双重”项目 1145.22 万亩，占计划

任务的 79.59%；人工造林 413.19 万亩，占计

划任务的 90.25%；封育 288.13 万亩，占计划

任务的 91.92%；飞播 34.92 万亩，占计划任务

的 76.56%；退化林修复 408.98 万亩，占计划

任务的 65.75%。

国家公园建设稳步布局

2022 年 4 月 18 日，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

式揭牌。自 2015 年启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建设以来，我国仅已正式设立的第一批 5 个

国家公园就涉及 10 个省份，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涵盖了我国陆域近 30%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

国家公园建设取得新进展，是 2022 年我

国林草生态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国家林

草局、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联合

印发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成

果，《方案》确定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发展目

标、空间布局、创建设立、主要任务和实施保

障等主要内容。在理念和目标上，坚持生态

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国家

公园理念，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

整性保护，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为建设美丽

中国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筑牢生

态根基。

在空间布局上，我国把自然生态系统最

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

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遴选出 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含正式设立的

5 个国家公园），其中包括陆域 44 个、陆海统

筹 2 个、海域 3 个。充分衔接国家重大战略

和重大生态工程，其中，青藏高原布局 13 个

候选区，形成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占国家

公园候选区总面积的 70%；长江流域布局 11

个候选区，黄河流域布局 9 个候选区。

我国科学布局的 49 个国家公园候选区，

总面积约 110 万平方公里，保护面积居世界

首位，保护了 8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植物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了众多大尺度

的生态廊道以及国际候鸟迁飞、鲸豚类洄

游、兽类跨境迁徙的关键区域。

生态价值探索日益深入

江西省遂川县雩田镇珊田村壹世康农

林专业合作社油茶林里，人们正在忙碌。江

背村脱困户彭招英以入股形式加入合作社，

年分红 400 元。2022 年，他在基地务工，还

拿到近 2 万元的工资。遂川县林业局李华彦

告诉记者，遂川县地处江南丘陵地带，适合

油茶生长。这里油茶品质好，被誉为油茶之

乡。目前，当地已发展油茶 80.71 万亩，年产

油茶 3500 吨，毛收入 4 亿元。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支持扩大油

茶种植面积，改造提升低产林。当前，我国

油茶种植面积已达 6888 万亩，茶油产量达

90 万吨，占国内食用植物油产量的 8%，总产

值 1920 亿元，为保障我国粮油安全作出了巨

大贡献。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2022 年全国

完成油茶新增种植 200 万亩、改造 400 万亩，

茶油年产量突破 100 万吨，为巩固拓展生态

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出贡献。

前不久，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联合印发《加快油茶产业发展三年行

动 方 案（2023—2025 年）》，明 确 提 出 在

2023—2025 年完成新增油茶种植 1917 万亩、

改造低产林 1275.9 万亩，确保到 2025 年全国

油茶种植面积达到 9000 万亩以上、茶油产能

达到 200 万吨。

行动方案统筹考虑 15 个适宜种植油茶

省（区、市）的自然条件和发展历史、现状、

潜力等因素，按照核心发展区和重点拓展

区布局未来 3 年的油茶发展任务。核心发

展区包括湖南、江西、广西、湖北、广东、福

建、浙江、贵州 8 个省区的近 600 个县，计划

新 增 油 茶 种 植 1488.5 万 亩 、改 造 低 产 林

1110.6 万亩，分别占全国新增、改造任务的

77.6%、87%。重点拓展区包括云南、海南、

河南、重庆、四川、安徽、陕西 7 个省市的近

200 个县，计划新增油茶种植 428.5 万亩、改

造低产林 165.3 万亩，占全国新增、改造任

务的 22.4%、13%。

业内专家表示，森林固碳具有碳汇量

大、成本低、生态附加值高的优势。增加森

林蓄积量和森林碳汇，关键在于大力发展人

工林。从生长周期看，森林分为幼龄林、中

龄林、近熟林、成熟林和过熟林。成熟林、过

熟林因生长速率下降，碳吸收、释放基本平

衡。人工种植的油茶树苗属于幼龄期，生长

旺盛，固碳速率最高。大力发展油茶产业，

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一个好办法。

这是这是海南热带雨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

区景色区景色。。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蒲晓旭摄摄

近日近日，，江西省江西省丰城市白丰城市白

土镇隐溪村的土镇隐溪村的种植户在种植户在培培

育苗床育苗床，，准备栽种油茶苗准备栽种油茶苗。。

周周 亮亮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