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资“银行梦”或年内成真
或试点 1~2 家，发起人自提自担

风险的具体模式
记者昨日获悉，首批民营银行试点

牌照最快有望今年内推出，其中北京和

温州或各获一张牌照。中央财经大学中

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存款保险等相应的风

险防控制度还未完全建立，首批试点的

民营银行数量不会多。“考虑到出资人的

具体情况，我们更希望首批试点的民营

银行能够成为区域银行或者社区银行，

以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为主要职能。”

郭田勇认为，“民营银行既不是风险不可

控的怪兽，也不会是村镇银行的翻版，有

志于创办银行的民营资本，一定是希望

把它当成一项事业来做，而不仅仅考虑

赚钱。”

发起人或兜底银行风险

据报道，银监会可能会考虑由发起

人自愿提出自担风险的具体模式，在获

得认可之后，将开始试办。银监会可能

在试办一段时间之后，再行研究总结经

验，形成规则办法，加以试点推广。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监管机

构对于试办民营金融机构的原则是：“发

起人要承诺风险兜底。此外，这类金融

机构在用资本承担风险之后，还要由发

起人对剩余风险承担连带责任，对存款

人进行适当赔付，避免经营失败损害存

款人、债权人和纳税人的利益。”

对此郭田勇认为，在存款保险制度

还未建立的情况下，让发起人承诺兜底

有违公平原则。“银行业的发展不能让某

一类资本兜底，尤其是这种‘风险兜底’

的要求不能厚此薄彼。”他表示，即便是

国有银行也需要自担风险的，因此应尽

快出台存款保险制度，不能总是让政府

承担最后的兜底人。

股权结构或有突破

今年 6月 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

究确定了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政

策措施。在今年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曾明确表示，允许尝

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

银行。随后包括广东、浙江、北京等多地

均有民间资本提交了开办民营银行的申

请，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大门似乎即

将放开。

然而民营资本的“银行梦”真的越来

越近了吗？均瑶集团副董事长、总裁王

均豪表示，目前不少民营资本通过参股

的方式进入银行，但实际上还没有一家

银行真正为中小企业服务。“股权太分散

是最大的问题，每个股东都是百分之几

的股权。谁都说了算，谁都说了不算，谁

都想管，谁都不愿意管。”他表示，“如果

这次金融改革能够有所突破，希望民营

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多越好。

因为股东股权越多，就会越用心去做。”

郭田勇也认为，对民营资本干预或

控制银行日常经营，把银行当成自己“提

款机”的担忧大可不必。“我们现在有一

整套的商业银行业务监管办法，比如对

于商业银行的单一最大贷款人，贷款比

例等均有严格的要求，只要严格执行监

管要求，商业银行就能保持自身经营和

业务上的独立性。”李鹤鸣 南都供稿

多房企拟再融资

自 7月以来，关于证监会开启再融

资闸门的消息一直没有断绝。多家上

市房企相继停牌以筹划重大事项。其

中新湖中宝更于上周五发布其定增预

案，并于当日实现正式复牌。

昨日，招商地产的停牌公告突如其来。

公告显示，招商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鉴于该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保证公

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

股价造成重大影响，该公司A股、B股股票自

2013年8月7日起停牌。

对此，招商地产有关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招商将计划在一个月

内复牌，也会争取在这期间就后续详情

给出公告，但目前不方便多透露。

而停牌已一个多月的宋都股份于 7
日发布其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除此之

外，冠城大通也于同日发布可转债公司

债券预案公告。

7日，包括金科股份、中茵股份在内

的多家上市房企皆以筹划重大事项为

由，公告停牌。不过，公布定增预案的宋

都股份则选择在当日正式复牌。

开闸或只是时间问题

即便再融资将开启这个话题已持续一

个多月，但证监会在此问题上一直没有确切

答案。而记者联系的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再

融资开启已经是日程问题，闸门的开启将对

房地产市场有着重大影响。

“我认为再融资闸门应该是悄悄地打开

了，”合富辉煌市场研究中心副总经理龙斌

告诉记者，“房企已经开始发布融资预案

了，不过融资方向有限制，高端项目现在

暂时还没出现，比如一些高端户型，还有

一些商业地产。”

中原地产研究部总监张大伟也认

为，房地产再融资在事实上已经是逐渐

放开了。“自2010年以来，房地产企业上

市、再融资和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已连

续三年受阻。虽然证监会声称目前房企

融资仍维持原有口径，但预计未来涉及

棚户区改造项目、城镇化概念、参与保障

房建设等房企有望优先获得政策倾斜性

支持。”张大伟向记者表示。

虽然多家房企已抛出再融资预案，但证

监会目前仍然没对预案进行审批。不过，在

龙斌看来，再融资在日后会有意识地开启，

即便预案不通过，这也是暂时性的。

“这么多年的事实证明，这个政策的

效果是负面的，因为资金成本增加转嫁

到了消费者身上。证监会已经意识到这

个政策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不管

它批不批，这个方向是不会变的，再融资

怎么都要有意识地放开，没有批也是暂

时的。”龙斌称。

有效政策好过严厉政策

“再融资开启对房企来说是件好

事，”方圆地产首席分析师邓浩志对记者

说，“因为再融资闸门的关闭就等于收紧

了开发商资金链，这些房地产无法开展

新项目，楼房供应变得紧张，这些因素都

能使得房价一直上涨。”

对此，龙斌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看

法。“融资是上市公司一个重要功能，对

房企融资进行限制，会对房企造成几方

面的影响，如开发企业融资成本上升，难

度加大等。而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资金

出现问题，房企扩大再生产会受到直接

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越调控，房

地产供应越少的原因之一。”

万科董秘谭华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央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但关闸不让房企融资并不是促进

行业健康发展的做法。“我相信理想的调

控成效是在不影响经济和就业的大前提

下，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对此有效的政策

好过‘严厉’的政策。在上市公司仍需要

快速发展的上升期，再融资、分红是一项

有利的事。” 陈琳琳 南都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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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

了对 30个典型城市 7月份新建商品住宅成

交面积的监控报告，数据显示，这 30个城市

的新建商住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 9.7%，是

17个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跌。

商住房销量17个月同比首跌

据介绍，7月份，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监测的

3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1477万平

方米，环比下降4.9%，同比下降9.7%。这是17个月

以来首次出现同比下跌。楼市暑期效应逐渐显露，7
月行情呈现降温态势。数据显示，1~7月份，30个
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增幅为

33.8%，较1~6月份的44.9%有所下滑。目前，

该同比增幅已连续6个月保持了回落态势。

一线城市环比降幅较大

7月份，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

面积为267万平方米，环比下降22.9%，同比

下降24.2%。4个一线城市中，深圳的环比跌

幅最大，为 32.2%。同时，上海、北京和广州

的跌幅分别为29.4%、25.8%和5.7%。

不过，监控的15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成交面积为945万平方米，环比增长2.6%，

同比下降3.2%。二线城市停止了连续3个月

的下滑态势，其行情与6月基本持平。

郑州市区商住房18天卖了4302套
根据市房管局目前断断续续公布的部

分房地产数据，7月份的 18天里，市区商住

房累计成交了 4302 套，平均每天卖房 239
套。其中，成交量最大的一天卖房 341套，

最少的一天卖房 92套。而从 6月份 6769套
的商住房成交量来看，当月日均成交量为

225 套。

也就是说，从目前公布的部分数据来

看，7月份郑州市区商住房成交量仍然比6月
份活跃。不过，昨日，郑州部分房地产企业负

责人接受郑州晚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每年的3、
4、5月份都是楼市较为活跃的月份，但是今年

的4、5月份成交量均比3月份出现了萎缩，而

7、8月份通常也是楼市的“暑期”，成交量如果

出现下降也属于正常情况。

预计8月份成交量仍将保持调整态势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

向郑州晚报记者分析，7 月楼市受到淡季

效应的影响，成交量出现了下滑。7 月行

情呈现了较弱的一面，楼市进入了短暂的

平稳期，预计 8 月份成交量仍将保持调整

态势，与 7月持平或略低于 7月。预计 9月
份和10月份楼市将迎来一波反弹，“金九银

十”局面有望得到支撑。 郑州晚报记者

胡审兵 实习生 赵玉龙

房企频抛预案 再融资开闸信号渐强
时隔4年，房地产融资闸门有望重启，市场力量将调控市场
山雨欲来风满楼。昨日，招商地产发布停牌公告，称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计划在一个月内

就后续详情给出公告，但目前不方便多透露。

业内分析可能正筹备再融资方案。此外，继上周五新湖中宝发布定增预案后，昨日宋都股份和冠城大通也相继发布其再融资预

案。“目前再融资闸门正在悄悄打开。”合富辉煌市场研究中心副总经理龙斌称，还可能有房企加入，闸门开启信号日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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