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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5日，中原地产研究中
心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1月
30日，年内销售排名前列的40大房企合
计拿地金额为10099.79亿元，合计建筑
面积为16658万平方米，平均拿地成本为
6062元/平方米。相比2015年，房企平均
拿地成本增幅高达50%。

值得一提的是，40大房企年内10099

亿元的累计拿地金额刷新了历史纪录，
相 比 2015 年 全 年 拿 地 金 额 上 涨 了
27.3%。从企业来看，5家企业拿地超过
700亿元，16家企业超过200亿元，均刷
新了历史纪录。

“不过，有超过50%的土地成本普遍
增加，这意味着未来房价上涨预期会更
加强烈。而一旦房价进入调整周期，房

企很可能面临巨大的销售难题。”专家分
析认为，超过20城市开启楼市调控政策
以来，已经有多家企业存在资金压力。
房企拿地比例中有超过70%分布在调控
城市中，如果这些城市调控政策继续重
压，这将导致区域内项目未来销售普遍
出现压力。

(经参)

随着楼市调控政策密集出台，进入
房地产和基础产业领域的各路资金迅速

“退烧”。信托渠道融资规模“腰斩”，房
企债券融资下降七成，美债提前赎回，让
2016年的“吸金王”年底惨淡收官。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在紧缩性调控
和监管条件下，房企资金难如前期般宽
松，房企2017年需要做好过冬准备。

数据显示，进入四季度以来，房企通
过信托渠道融资规模在9月达到高峰以
后，迅速掉头直下。用益信托网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10月68家信托公司共成立
45 只房地产集合信托产品，规模仅为
119.8亿元，较9月65只214.9亿元的体量，
成立只数下降 30.8%，规模上更是几近

“腰斩”。11月房地产信托产品更是仅仅
成立27只，融资总额为62亿元。其中，11
月21日到11月30日10天时间内，房地产
信托成立数量仅3只，融资额度仅为2.9
亿元。

“除了今年2月份受春节因素影响
外，11月在成立规模上，可以说达到全年
的谷底。”用益信托分析师帅国让表示，
监管部门相继对进入房地产领域的资金
进行限制，信托出于对风险的顾虑也进
一步收窄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此外，财
政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表示政府违规
出具的“担保函”无效，这对基础产业类
信托的发行造成了一定影响。

在信托收紧的同时，房企发债也同
步收紧。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
示，2016年截至目前，房企私募债、公司
债、中期票据等融资达到了11156亿元，历

史首次突破万亿元，同比同口径上涨幅
度达到了25%。但值得注意的是，从10
月来看，融资总额仅为685亿元，11月融
资额更是下降至 288.3 亿元，较 9 月的
1160.44亿元、8月的1096.53亿元、7月的
1223.76 亿 元 分 别 下 降 75% 、73.7% 、
76.4%。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
债券是房企融资成本最低廉的方式，今
年对市场爆发做了有力支撑。但自9月
底，地方政府和高层接连推出一系列紧
缩房市政策措施，上交所、深交所相继发
文审慎确定募集资金规模、明确募集资
金用途及存续期披露安排，明确房企债
券募集资金禁用于购置土地，房企的债
券融资难度明显加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元走强态
势下，房企海外发债不但被遏制，更出现
了大规模提前赎回。

11月28日，龙湖地产披露，其已于25
日完成赎回2019年到期优先票据，赎回
金额相当于票据本金额103.44%，此外加
截至赎回日期（但不包括该日）的累计及
未支付的利息的赎回价。11月 15日，景
瑞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宣布，公司于11
月 14日以2190万美元的总代价（包括未
付应计利息）购买本金总额为2050万美
元的部分2018年票据。不久前，花样年
表示，公司近期于公开市场购买本金总
额分别为 650 万美元及 570 万美元的
2019年票据及2017年票据的部分。

张大伟说，人民币贬值突破6.9新关
口，海外发债资金成本大幅上涨，房企加

快赎回美元债步伐。据统计，仅11月来，
房企提前赎回美元债务已经超过10亿美
元，随着美元走强，房企赎回的速度还在
加快。

而在涉房贷款方面，CRIC研究中心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个人住房贷款增加
3.6万亿元，同比多增1.8万亿元，9月末增
速为 34.9%，而在房地产政策收紧的背景
下，预计未来几个季度人民币涉房贷款
余额同比增速将震荡式收窄。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赵慧
峰表示，2016年三季度，房地产业金融环
境指数为0.58，保持在偏松区间，较二季
度略有降低，这也是2016年以来首次告
别“宽松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
房室副研究员高广春表示，2016年房地
产公司债异军突起、明股实债绕开监管、
定增井喷，给予了房企充足资金。但是，
未来在紧缩性调控和监管条件下，房市
降温、房企运营业绩走低甚至恶化是大
概率事件，房企2017年需要做好过冬准
备。

广发证券首席分析师乐家栋也表
示，货币环境发生变化，房企融资渠道受
阻。市场景气度下滑，将大大影响房企
投融资诉求。

对此，融创中国董事会主席孙宏斌
直言，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对于房企来
说，谁能借更多的钱、更便宜的钱、更长
的钱，将是房企竞争的绝对优势。但是
如果企业资产质量、运作能力都较差，那
么高杠杆将使房企更快死亡。 (经参)

本报讯 南京市政府12月5日公布了
《南京市“十三五”养老服务业发展规
划》，明确规定新建城区和新建居住（小）
区，按标准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
施。为了鼓励更多社会组织进入养老服
务行业，将实行社区养老服务组织“零门
槛”登记。

“十二五”期间，南京全市新增养老
机构床位18410张，累计床位数达55828
张（含社区养老床位），每千名老人拥有
养老床位数达43张。“十三五”期间，南
京人口老龄化比例将在20%高位以上逐
年增长，老年人口“增速快、寿龄长、空巢
化、失能化”等特点更加明显，多元多样
的养老服务需求更加迫切。根据这一规
划，到2020年，南京将全面建成以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覆盖
城乡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根据制定的
目标，届时南京将实现每千名户籍老人
拥有养老床位50张，社区办公服务用房
用于养老服务的面积比例达到40%以
上。

医养融合将成为今后养老服务的一
大鲜明特色。这一规划支出，要支持有
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积极探
索居家养老服务组织与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医养融合”工作，将符合条件具备医
疗服务资质的养老机构纳入医保定点。
推动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老
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建立社区医院与老
年人家庭医疗契约服务关系。积极构建

“养老院+医院”模式的医养联合体，让入
住养老机构的老人享受“医院式”专业、
周到的医疗保健服务。

对于养老服务设施配建，这份规划
给出了硬性规定：新建城区和新建居住
（小）区，按标准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
设施。同时，鼓励民间资本对企业厂房、
商业设施及其他资源整合和改造，用于
提供养老服务。养老设施建设用地纳入
南京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用地计
划，并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予以
优先安排。民政部门认定的非营利性养
老机构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可依法使用
国有划拨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南京市在规划中明确，把养老服务
类社会组织的培育作为重点，实行社区
养老服务组织“零门槛”登记，广泛引入
专业养老组织运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和养老机构。在税收减免和资金扶持
方面，这份规划明确，经民政部门许可的
非营利性组织符合免税条件的收入免征
企业所得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自用
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
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免征有关
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
设减半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养
老机构提供养老服务适当减免行政事业
性收费。养老机构水、电、气费用按居民
生活类价格执行。 (扬子)

12月4日，在市区一家楼盘营销部，
不少市民在观看楼盘模型。随着岁末
的到来，市区的房地产销售商竞相推出
多种优惠措施，以吸引更多市民关注，
拉动商品房的销售。据多个房地产营
销部的工作人员介绍，从 11 月中旬以
来，接待咨询的人数比前几个月增长了
20%左右。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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