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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闻 要闻

7月销售额暴跌三成
楼市持续“退烧”
本报讯 昨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2014年1~7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和
销售情况，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50381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3.7%，
增速比 1~6 月份回落 0.4 个百分
点。1~7 月房地产销售总额 36315
亿元，同比下降 8.2%。从数据看，
市场表现不甚乐观。易居房地产研
究院分析认为，市场持续降温，成交
量在救市过程下并没有明显反弹，
房企对于未来市场将更趋于谨慎态
度，投资方面不敢过于张扬。

销售方面呈现出一片下降的态
势，7月，楼市销售总额降至5182亿
元，环比下滑30.5%，创今年最大月度
跌幅。前7个月，房地产销售总额同
比下滑8.2%。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今
年从年初的“杭州第一降”开始，市场
预期就在不断下行，加上信贷政策并
不给力，对楼市支撑较小，因此统计
结果不出乎意料。南都供稿

7月份社会融资和信贷
双创新低
本报讯 尽管预料到6月末过万亿的
新增信贷不可持续，但昨日公布的7
月货币信贷数据依然令市场瞠目结
舌。央行数据显示，7月份人民币贷
款增加3852亿元，同比少增3145亿
元，创下2010年以来的新低。当月
的社会融资总量也仅2731亿元，创
下近年来的最低值。

“主要原因是 6 月末银行信贷
冲量，把 7 月份的需求提前释放完
了。另外，从二季度以来的情况也
可以看出，市场对短期信贷的实际
需求是偏弱的。综合起来，就造成
了当月货币信贷数据的异常扰动。”
深圳一位不愿具名的某券商策略部
门负责人对记者称。

央行表示，8 月份以来新增信
贷速度已经恢复正常，基本维持日
均300亿~500亿元增量。

招行金融市场部高级分析师刘
东亮向记者分析认为，尽管其他数
据并不好看，但居民中长期信贷增
量没有出现急剧跌落，这表明房地
产销售形势没有预期中那么差。

“从全年来看，预计新增人民币
贷款有望达到10万亿元左右，对应
余额同比增速约 14%；新增社会融
资规模将在 18.5 万亿元左右，年末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速约 13.5%，
狭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速在 7.5%左
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向
记者分析称。
南都供稿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实施住房
限购政策的46个城市中，已有36个城市
取消或者放松了住房限购政策。值得一
提的是，在限购松绑效果不明显的背景
下，多地的救市措施开始升级。例如，通
过财政补贴、松绑限贷等形式刺激楼市。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城市中，
绝大多数没有出现住房销售量和销售价
格的大幅波动，基本保持了房地产市场
的平稳运行状态，堪称静水微澜。看房、
咨询政策者多了，而房子的签约率没有
明显提升。

这就如同，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频
频示好，但是，女人始终懒得回眸一笑。
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限购令的取消，
还不能增加需求的力量吗？

当然，取消限购令，一定程度上可以

增加住房的需求。现在的问题是，地方
政府很急，开发商很急，买房人也很急，
但是银行并不着急。楼市限购限贷政策
是此前房地产调控的两大主力政策，如
今限购放开，限贷政策却没有出现变
化。楼市调控，限贷要比限购狠。相比
放开限购，不少购房者对信贷政策调整
更感兴趣，如果限贷政策不放开，虽然有
了买房资格，却依然没有能力购买。

近年来，央行一直收缩银根，银行资
金紧张，所以对个人住房贷款的配比额度
有限；另一方面，银行以赢利为目的，手握
着众多比房贷更划算的项目，因此并不热
衷于收益不高且手续烦琐的房贷业务。
据了解，从2012年开始，部分银行已经开
始逐步压缩房贷业务，转战收益更高的消
费抵押贷款、中小企业贷款领域。事实

上，从房地产开发贷款到个人住房抵押贷
款，从普通住宅到商业地产，今年房地产
贷款已呈现全面收紧态势。甚至有人认
为，银行“去房地产化”步伐正在加快。

大家知道，限贷是否放松是央行和银
监会的事情，通常地方政府不能干预。至
于银行是否配合各地政府的相关要求，还
是要看监管部门的表态，银行不会轻易配
合。因此，对于地方政府的频频喊话，银
行装作没有听见，也可以理解。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放开了
限购，却依然限贷。地方政府可以松绑
限购，却无法对关键性的限贷政策作出
调整，因此，取消限购，并不足以让房价
起飞。更为重要的是市场预期的改变，
严重影响了居民的购房积极性，即使是
刚需也会考虑再三。徐刚领

本报讯 昨日，市工商局、市工商联
联合召开“郑州市非公经济文明经
营公约签约大会”，要求全市商场、
超市、市场建立红榜、黑榜，表彰诚
信企业商会，曝光出售假冒伪劣商
品等欺诈消费者的不良行为。

郑州市工商联副主席郭留章说，
希望各个行业商会和异地商会要充分
发挥作用，最大限度地联系企业商户，
传播文明经营理念，强化行业自律，让

文明经营成为企业商户的自觉行动。
郑州市工商局副局长张元龙表示，

与市场主体签订文明经营承诺书，只是
一个起点，接下来每个商场、超市、市
场要在醒目位置建立以红榜、黑榜为
主要内容的诚信榜，定期发布诚实守
信的企业商户，对出售假冒伪劣商品
等欺诈消费者的不良行为进行曝光。
郑州晚报记者 李丽君 实习生 姚昕
通讯员 任顺

年初疫情影响，存栏蛋鸡大量减少，养鸡成本增加

鸡蛋价格“破六”在即
“鸡蛋特价，5.4元/斤。”在郑州市北环附近一大型超市内，一块大大的促销牌吸引了很多消费者排队购买。今年以来，
受禽流感后续效应、天气及节日等因素影响，郑州市场鸡蛋价格持续上涨，在突破每斤5元的新高后，又出现上涨势头，
目前市场零售价在每斤5.8元左右，“破六”在即。昨日，郑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分析，随着中秋节的临近，鸡蛋需求量
或将更大，短时间内价格回落的可能性不大。 郑州晚报记者 徐智慧 实习生 邓雯

12 日，记者在桐柏路一农贸市场
看到，这里的鸡蛋已经卖到了5.8元一
斤。“今年鸡蛋价格真高，感觉天天在
涨。”挑选鸡蛋的张女士感叹，“再这样
下去，真是吃不起了。”

而在北环附近一大型超市，鸡蛋
特价，每斤 5.4 元，每人限购 5 斤，每天
早 上 购 买 鸡 蛋 的 消 费 者 都 排 起 长
队。“有的便利店都快卖到 6 块一斤
了，这里便宜，天天都排长队！”附近
居民说，每天前来的大妈们会把鸡蛋

抢购一空。
“进入 6 月份以来，鸡蛋价格一直

在涨，虽然前段天气比较炎热，但还是
供不应求。”正在忙碌的售货员说，基
本上从5月份以来，鸡蛋的价格就没有
下降过。根据郑州市商务局生活必需
品系统监测，上周（8 月 8 日）郑州市鸡
蛋零售均价每公斤10.2元，较4月初每
公斤8.01元上涨27.3%，高于去年同期
每公斤8.1元；市区内市场上均价高达
每公斤11元。

短期内鸡蛋价格
将持续高位

立秋之后，郑州天气逐渐转凉。“蛋鸡
将进入产蛋高峰期，市场供应量相对充
足，然而中秋临近，加上学校陆续开学，鸡
蛋消费需求激增，届时鸡蛋供不应求的局
面或将持续，预计后期我市鸡蛋价格仍将
高位运行。”该工作人员分析说。

对此，商务部门建议相关部门对蛋
鸡养殖业采取扶持政策，还要加大对市
场价格监测力度，指导养殖户适量补
栏，以免造成后期蛋价大幅走低局面。

鸡蛋价格“破六”在即

我市非公经济市场主体签文明经营公约
商超市场要在醒目位置建立诚信榜

供不应求
导致价格持续走高

郑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供不
应求是鸡蛋价格上涨的最重要因素。受
年初禽流感疫情影响，养殖户淘汰部分母
鸡，且疫情过后对鸡苗补栏谨慎，同时养
殖户数量减少，导致存栏蛋鸡大量减少。

由于近期气温较高，蛋鸡进入伏歇
期，产蛋量显著下降，然而市场需求依
然旺盛，致使鸡蛋价格迅速上行。再加
上近期玉米价格持续上涨，带动了鸡饲
料价格上涨，且由于天气炎热，养殖户
为鸡舍降温的支出费用增加，造成鸡蛋
生产成本增加。另外，天气炎热，鸡蛋
不易储藏，流通环节损耗增加和劳动力
工资待遇的不断提升，都助推了鸡蛋价
格的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