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24年8月

星期一

今日28版 第9156期

A叠12版 B叠16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4-0157 邮发代号:45-91 海外代号:C5529 证券时报社出版 订报热线:0755-83501737 读者热线:0755-83501631 广告热线:0755-83501758 | 主编:蔡江伟 编辑:郑菁 郑加良 美编:翟超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确立了构建

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改革目标，并从完善供

应体系、优化调控政策、转变运营方式等重点

领域明确了改革任务，房地产业改革路线图

更加清晰。

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认为，

《决定》兼顾当前和长远，为房地产长远发展确

立了方向和目标。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

式，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制定和实施有

利于新模式构建的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税收

政策等是必选之项。

明确改革目标
兼顾当前和长远

《决定》对于房地产层面的表述放在了“健

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的框架之下。“这

次《决定》之所以对房地产着墨较多，是因为兼

顾了当前和长远，既着眼于解决当前的迫切问

题，又兼顾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确保经济、社会

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为房地产长远发展确

立了方向和目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

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秦虹在接受证券时报

记者采访时说。

在秦虹看来，“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直接回应了当前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部

分城市房价高、租赁市场不规范和不成熟等问

题，结合《决定》中“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

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部署，可以预见，通过

加快构建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可以缓解目前

部分居民购房难、租房难、租购不同权的问题，

切实保障民生，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旨在创新和

优化现有的房地产发展模式。秦虹对记者说，特

别是改变“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房企经营

模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

秦虹同时指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

式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因此，制定和实

施有利于新模式构建的金融政策、土地政策、

税收政策等是必选之项。

改革融资方式和预售制度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是破解房地产发

展难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治本

之策。 （下转A2版）

聚焦制度改革 新发展模式助力房地产行稳致远

今年以来，新疆各大旅游目的地游客量持续攀升。新疆天山南北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吸引着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观光游、跨境游、购
物游……眼下，各大景区景点游人如织，陆续迎来客流高峰。

图为游客在新疆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观光游览。 新华社记者 丁磊/摄

证券时报记者 陈霞昌

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今年持续

减持苹果公司股票。该公司在二季度将其持有的

苹果股份从一季度的7.89亿股大幅削减至约4亿

股，持股市值约为 842 亿美元，较一季度末的

1743亿美元大幅缩水。

自2016年开始买入苹果公司股票后，伯克希

尔·哈撒韦公司持续加仓。苹果长期位居公司最大

持仓股票，带来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回报。

今年一季度，伯克希尔·哈撒韦减持了约13%
的苹果持仓股份，并在5月份的公司年会上暗示这

是出于税收原因。巴菲特当时指出，如果美国政府

希望弥补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提高资本利得税，

那么“少量出售苹果”将使股东长期受益。同时，他

还认为，持有苹果不单是持有股票，而是把它视为

业务，就像持有可口可乐、美国运通一样。

令人意外的是，公司二季度继续大幅减持苹

果，这让市场纷纷猜测背后的动机。

从苹果公司最新的财报看，虽然公司已经不

再高增长，但仍然保持稳定，属于典型的绩优蓝

筹股。从股票估值角度看，不管是静态市盈率还

是动态市盈率，都超过了30倍。从过往历史看，巴

菲特倾向于投资市盈率不超过15倍的公司，从喜

诗糖果、可口可乐到苹果均是如此。巴菲特还强

调企业要有高确定的成长性。他认为，一个好的

投资标的应该在 5年后比现在更好，这种成长的

确定性是巴菲特非常看重的。

此外，美国大型科技企业近期陆续披露最新

财报。从已披露的情况看，特斯拉和谷歌母公司

二季度业绩令市场失望。英特尔甚至因为业绩不

达预期股价单日下跌26%，令市场一片哗然。

过去两年，新一轮人工智能革命引发了市场

对大型科技股的追捧。相关公司股价上涨带动美

股屡创新高。但也有很多人质疑，人工智能相关业

务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公司业绩？近期，纳斯达克

指数连续3周下跌，回调幅度明显大于标普500指

数，显示市场对科技股的负面情绪浓郁。

巴菲特减持苹果，既可能是他所说的税收原

因，也可能是不再符合他的投资标准，同时也提

醒投资者，在一个持续大幅上涨的市场，需要保

持足够清醒。

巴菲特大幅减持苹果，
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证券时报记者 周春媚

进入暑期以来，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升

温。据网络平台实时数据，截至 8月 3日 15点

50分，2024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

80 亿元。除此以外，途牛最新发布的暑期旅

游报告显示，今年暑期旅游市场自 6 月下旬

起逐渐升温，并在 7 月第二周迎来了首个出

游峰值，预计新一波客流高峰将持续至 8 月

上旬。

8月 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服务消

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据

了解，这是我国首次专门就服务消费发展作出

系统全面的部署。当前，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持

续释放，服务消费已经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

力和主要增量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丽芬认为，目前我国服务

消费占居民消费比重仍然偏低，具有较大的发

展空间和潜力，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是扩

大内需的有力举措。

为扩大服务消费增添动力

《意见》聚焦餐饮住宿、家政服务、养老托

育、文化娱乐等重点领域，提出20项重点任务，

释放了以服务消费为抓手，为扩大内需添动力

的明确信号。

具体来看，《意见》不仅几乎涵盖了服务消

费的各个领域，而且措施具体可行。例如，在餐

饮方面，《意见》提出“培育名菜、名小吃、名厨、

名店”“鼓励地方传承发扬传统烹饪技艺和餐

饮文化，培育特色小吃产业集群，打造‘美食名

镇’、‘美食名村’”等举措。在旅游方面，《意见》

提出“鼓励邮轮游艇、房车露营、低空飞行等新

业态发展”“增开银发旅游专列，对车厢进行适

老化、舒适化改造”等措施。

海通证券研报认为，《意见》强调扩大服务

业开放，着力提升服务品质、丰富消费场景、优

化消费环境，以创新激发服务消费内生动能，

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充分体现以服务消费

为抓手，积极为扩大内需促消费增添动力，有

望提振消费信心，修复市场预期。

当前，我国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已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国家统计局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

增长 7.5%，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4.3个百

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

出比重为 45.6%，比上年同期上升 1.1 个百分

点。专家表示，《意见》的及时出台，将有利于激

发服务消费内生动能，为扩大内需和拉动经济

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暑期服务消费亮点纷呈

今年暑期，我国旅游、电影、演出等服务消

费延续较高热度，居民服务消费需求得到积极

释放。

旅游市场方面，在奥运会的带动下，今

年暑期居民出境游热度持续走高。途牛方

面表示，今年 7 月，通过途牛预订的出境游

出游人次同比增长明显。同程旅行数据显

示，今年暑期出境游中，欧洲旅游热度较去

年有较大幅度上升，其中尤以法国、德国增

幅最大，国内游客 7 月份飞往巴黎的机票预

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 70%，巴黎奥运会

期间前往法国的跟团游预订热度同比上涨

了 225%。

航旅纵横数据显示，7 月，国内航线民航

旅客运输量超 5857万人次，同比增长约 6%；

出入境航线民航运输旅客量超 697 万人次，

同比增长约 70%。从避暑游到研学游，再到出

入境游，各式各样的产品，满足了游客高涨而

多元的出游需求，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热度持

续，活力尽显。

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在一批题材多元、类

型多样的影片带动下，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

头，不少影院的上座率有较大提升。其中，重点

影片《抓娃娃》正式上映19天票房就已超25亿

元，表现十分突出，并带动电影市场热度持续

攀升。

北京多处公园景区开启夜游模式，上海博

物馆24小时“不打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游客

接待量首次突破百万人次……精彩纷呈、“热”

力十足的服务消费，为提振经济注入了澎湃的

新动能。

（下转A2版）

政策护航扩内需 暑期服务消费亮点纷呈

证券时报记者 张淑贤

近年来，指数化投资方式越来越受到投资

者认可，ETF产品从 0到 1万亿元，境内市场用

了17年；从1万亿元到2万亿元，境内市场仅用

了3年。

上交所 8月 3日发布的《ETF 行业发展报

告（2024.6）》（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今

年 6月底，境内交易所挂牌上市的ETF数量达

到 967 只，较 2023 年年底增长 9%，总规模达

2.48 万亿元，较 2023 年年底增长 21%。其中，

境内权益ETF市值达到 1.81万亿元，创历史新

高，占 ETF总规模的比重逾七成，约占A股总

市值的2.2%。

《报告》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境内非货币

ETF净流入额高达4617亿元，约占2023年全年

净流入额的八成。其中，宽基 ETF 净流入达

4076亿元。今年上半年，在全球ETF资金净流

入排名前20的产品中，境内有4只沪深300ETF
位列其中。

境内ETF逾七成规模由沪市贡献。《报告》

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沪市共挂牌ETF571只，

规模合计 18679亿元，较 2023年年底分别增长

6%和20%。

《报告》透露，今年上半年，沪市ETF成交

额位列亚洲第一、全球第三，规模位列亚洲第

二、全球第八。

近年来，上交所持续丰富服务国家战略和

实体经济的指数体系，积极完善 ETF 产品布

局，优化市场配套机制，完善指数化投资生态。

其中，宽基ETF方面，截至今年 6月底，上

交所宽基ETF（含指数增强型）132只，规模合

计 9508亿元，占沪市股票ETF规模的 70%，与

2023年年底相比增长47%。

上交所表示，进一步提升本土指数影响力

竞争力，推动指数化投资理念为更多投资者所

认可和接受，引导增量资金通过指数产品持续

流入市场，是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促进

投融资平衡的重要举措。

展望下半年，《报告》预计ETF行业指数体

系更加丰富，指数化投资不断发展。一方面，宽

基指数体系将不断丰富，中证、上证、A系列指

数协同发展，持续丰富宽基ETF产品布局，为

中长期资金入市提供优质投资标的。另一方

面，随着市场对策略指数认可度的提高，策略

指数ETF将迎来进一步发展，指数增强型、高

红利、高股息、低波动、价值、质量等策略 ETF
层出不穷，丰富投资者选择。

境内权益ETF市值创新高 指数化投资迎新机遇

新疆旅游热度攀升新疆旅游热度攀升 多地迎来客流高峰多地迎来客流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