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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中国经济产
生了冲击，房地产行业也受到了较大
影响，投资、销售、拿地等均出现较大
幅度下滑。国家统计局3月16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1至2月份，全国房地
产开发投资10115亿元，同比下降
16.3% 。 其 中 ，住 宅 投 资 下 降
16.0%。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
面积 109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9.3%；土地成交价款440亿元，下
降36.2%。

与此同时，1至2月份，商品房销
售面积 8475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39.9%。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39.2% ，办 公 楼 销 售 面 积 下 降
48.4%，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下降
46.0%。商品房销售额8203亿元，
下降35.9%。

克而瑞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报
告也显示，受疫情期间多地售楼处被
迫暂停销售活动影响，27个重点城
市整体成交240万平方米，环比降幅
高达83%，同比下滑77%。企业方
面，2月全国百强房企全口径销售金
额3256亿元，同比减少37.7%，超八
成房企单月业绩同比下滑。

“房住不炒”定位不因疫情改变
专家建议，围绕老旧小区改造等形成投资着力点，发挥房地产行业稳经济作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房地产市场受到明显冲击，投资、销售、融资等指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为缓解疫情对房地产市场的
冲击，近期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临时性支持政策，部分政策因被质疑调控“松绑”最终以“一日游”落幕。

一时间，地方会否再启房地产刺激经济？房企资金恶化会否引发财务风险……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经济稳定发展与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运行二者是统一的、
一致的。中央各次重大会议都
重申了“房住不炒”的调控主基
调，“保持定力，稳字当头”的调
控指向也十分鲜明。

国家统计局 3 月 16 日指
出，“房住不炒”的定位没有改
变，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政
策。近期召开的2020年全国银
行业保险业监督管理工作会议
提出，坚决落实“房住不炒”要
求。银保监会近日就针对部分
银行房地产行业的违法违规事
实进行了处罚。

毋庸置疑，“房住不炒”的定
位，不会因为此次疫情而改变。
发挥房地产对于稳定经济的作
用，绝不是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
激手段。应当明确，当前给予房
地产行业合理必要的支持，采取
纾困性质的举措。纾困主要是
要防止行业企业因经营困难、资
金链断裂而出现大面积破产，导

致房地产投资超预期下滑、市场
供需失衡，形成系统性风险，进
而对中国经济稳定形成冲击。

短期而言，业内人士指出，
在化解财务风险方面，应当支持
允许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房
地产企业延期还贷，加快贷款展
期办理，为企业调整还款计划，
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以缓解
近期销售萎缩对房企资金链的
冲击。在稳定地产投资方面，在
保障建材供应、畅通物流运输的
同时，要强化供给端调控，合理
适当地增加房地产市场的供给，
并要保障地价的相对稳定。

从长远来看，关键还是要落
实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要坚
持“稳”字当头，全面落实因城施
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
管理调控机制，建立和完善政策
协同、调控联动、监测预警、市场
监管等房地产调控体制机制，保
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据经济参考报

作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房地
产行业的稳定对整个经济运行大局
影响重大。当前，要在坚持“房住不
炒”的总体基调和“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的目标下，在不将房地产作
为经济刺激手段的前提下，精准发
挥其稳经济的作用。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月
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97.39。
值得注意的是，景气指数100点是
最合适的景气水平，95至105点之
间为适度景气水平。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盛松成指
出，如果我国2020年一季度房地产
投资增速下降15%，房地产投资下
行造成的GDP增速下降将达 0.06
个百分点。此外，房地产业与国家
统计局分类的42个行业均有不同
程度的关联关系，房地产投资下行
对上下游产业也将形成扰动。

从关联行业来看，房地产业产
业链条长、关联行业多。如果考虑
房地产投资消费对其他产业的带动
作用，房地产业平稳发展对于稳投

资、稳经济的“稳压器”作用就会更
明显。房地产开发投资带动建筑业
及水泥、钢铁等上下游制造业；房地
产消费，既直接带动与住房有关的
家电、家具、装潢等制造业，也明显带
动金融、媒体服务等第三产业。

从城镇化大趋势来看，房地产
业依然有发展空间。城镇化的进程
深入，伴随人口的流动，带动住房需
求的产生，将带来房地产业未来的
发展空间。从消费者需求演变来
看，在改善需求、服务需求等带动
下，未来房地产市场仍有潜在空间。

专家表示，一方面要着力化解
潜在的风险，保持房地产业健康平
稳发展，避免大起大落。另一方面，
应落实“因城施策”“因时施策”，围
绕老旧小区改造等形成行业投资着
力点，对冲固定资产投资下滑风
险。数据显示，全国共有老旧小区
近16万个，估计综合改造投资额可
达4万亿元。与此同时，老旧小区改
造项目投资周期较短，能通过补齐
服务设施“短板”带动居民消费。

发挥房地产业“稳压器”作用

“房住不炒”的定位不会因疫情而改变

楼市成交的大幅度下滑，给房地
产市场带来了潜在风险。首先，销售
回款的不及时将导致行业财务风险
剧增。数据显示，2019年，销售回款
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实际到位资金中
的占比达到49.62%的历史高位，总
计88640亿元。与此同时，由于严厉
的融资限制，2019年国内贷款占比
仅为14.13%，为历史最低点。

业内人士指出，不仅是融资能力
相对较弱的中小型房企，部分龙头企
业也面临现金流压力及债务违约风
险。事实上，为缓解资金紧张局面，
房地产企业正纷纷加大融资力度。

Wind 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
月，国内房企债券融资2484亿元，同
比上升36%。一些房企还通过发行
短期融资券来缓解现金流紧张局面，
截至3月6日，房企今年发行包含一
般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债券在内
的短期融资券产品共计37只，金额
为254.50亿元，大致相当于去年全
年的三分之一。

其次，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下滑

可能造成后续供需失衡。受销售低
迷影响，2月份全国土地市场供应和
成交量双双环比下降。克而瑞研究
中心的数据显示，2020年2月，全国
土地出让金共计2400亿，环比1月
的3700亿下降35%。除一线城市
成交量有所上涨外，二三线城市的成
交量均较上月减少约50%。

再次，房地产市场还面临疫情中
断返乡置业，三四线城市市场风险加
剧的挑战。此外，疫情还造成部分已
出让土地延期交付，部分房地产项目
不能按期开工、竣工。开发建设停滞
导致的项目面临延期交付等风险也
值得高度警惕。

房地产市场当前面临的短期风
险是客观存在的，要正视并防范化解
这些潜在风险。实际上，全国已有多
地出台涉及房地产调控的政策，主要
以降低房地产企业经营压力为主，包
括减轻企业缴纳税费压力、适度降低
预售条件加快周转等。房企自身也
正在转变营销模式，开通商品房线上
售楼平台。

疫情对房地产行业影响较大

房地产市场潜在风险值得警惕

疫情之下，房地产受到较大冲击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李新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