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试水房产信托基金 筹措公租房建设资金

� � � �作为当前改善民生 “最重要”

的工作之一， 上海今年各区县部门

将抓紧成立专业运营机构， 目前上

海已经开始借海通证券房产信托基

金试点， 筹措公共租赁房建设资

金。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十二

五” 期间， 上海还有望出台经适房

的租赁政策， 目前相关制度设计已

在进行当中。

昨日上海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

局连续发文， 规定上海市公共租赁

住房房源将通过集中新建、 配建、

改建、 收储、 转化五种渠道筹措，

并明确 “上海公共租赁房的租金应

略低于市场租金的基本原则”。 这

是上海首次发文明确公共租赁房建

设关键性细节。

根据刚刚印发的 《贯彻本市发

展公共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的若干

规定》 和 《本市公共租赁住房项目

认定的若干规定》， 上海市公共租

赁住房房源将通过集中新建、 配

建、 改建、 收储、 转化等多种渠道

筹措， 而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按略低

于市场租金的原则确定。

记者获悉， 对于市场关注的公

共租赁房建设的主体运营机构的问

题， 将有望主要由上海各区县政府

部门负责成立。 更引人注意的是， 在

公共租赁房资金来源的关键问题上，

上海首度积极引入市场化机制筹集公

共租赁房建设资金， 创新公共租赁房

投融资机制。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目前已经有上

海杨浦区通过海通证券房产信托基金进

行试点， 探索 “政府立规、 社会监督、

基金化运作、 专业化管理” 的公共租赁

房建设和管理的新思路， 同时上海浦东

新区也在为这一试点进行调研工作。

上海市政府相关人士指出， 住房

保障是上海当前改善民生 “最重要”

的工作之一。 “十二五” 期间， 上海

将继续推进、 完善， 并形成与上海市

场体系相匹配的住房保障体系。 住房

保障建设将按照 “坚持政府主导、 市

场化运作、 企业为主具体操作” 的原

则进行。 从区域功能划分来看， 其总

体思路为， 上海中心城区将重点做好

廉租房、 公共租赁房、 旧区改造工

作， 沪郊区重点则是做好大型居住社

区建设工作。 同时， 上海还将在 “十

二五” 期间出台经适房的租赁政策，

目前正在制度设计中。

目前， 上海市保障性住房资源包

括了廉租房、 公共租赁房和动迁安置

房及经济适用房。 其中， 廉租房、 动

迁安置房、 经济适用住房主要依靠政

府筹集房源、 实施管理， 而公共租赁

住房则是政府提供部分资金、 资源和

优惠政策， 主要由专门运营机构按市

场机制要求实施投资和经营管理。 业

内资深人士指出， 公租房的目的并非

要取代住房租赁市场， 而是希望通过

对住房租赁市场进行补充和引导， 以

增加有效供给， 优化住房结构。 这也

是有效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措施之一。

据悉， 截至去年底， 上海已经开始收

购成套旧公房用于公共租赁住房。

按照计划， 上海计划今年建设和

筹措

1500

万平方米的保障性住房，

供应

1150

万平方米的目标； 其中，

将开工和筹措公共租赁房

200

万平方

米 （含单位租赁房）。

上周食用农产品

价格小幅上涨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 上周 （

2010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1

年

1

月

2

日） 商务部重点监测

的食用农产品价格比前一周小幅上涨， 生产资

料价格连涨三周后小幅下降。 业内人士指出，

导致食品价格反弹的主要原因是 “两节” 的到

来及低温雨雪气候因素。

元旦期间， 蔬菜市场消费需求增加， 加之

部分地区出现冰冻气温影响蔬菜生产和运输，

18

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上涨， 其中苦瓜、 黄

瓜和豆角价格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

8.2%

、

6.0%

和

3.7%

； 耐储存的大白菜、 圆白菜和生

姜价格分别下降

3.1%

、

2.9%

和

2.0%

。

此外， 居民肉类消费增加以及食品加工企

业备货积极， 肉、 蛋类价格小幅上涨， 猪肉、

羊肉、 鸡蛋、 牛肉、 白条鸡价格均小幅上涨。

粮食、 食用油零售价格继续上涨， 其中大米、

面粉价格均上涨

0.4%

， 豆油、 花生油、 菜籽

油价格分别上涨

0.3%

、

0.3%

和

0.2%

。 节日期

间， 水产品需求增加，

8

种水产品平均批发价

格小幅上扬。

主要生产资料中， 矿产品、 轻工原料、 钢

材、 有色金属、 建材价格下降， 橡胶、 能源、

化工产品、 农资价格上涨。 矿产品价格下降

0.9%

。 其中铁矿石、 铜矿分别下跌

1.1%

和

0.5%

。 钢材价格下降

0.1%

。 钢价连涨五周后

小幅回调， 其中建筑钢材价格降幅明显。

2010

年全国汽车以旧换新

共计拉动汽车消费

496

亿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昨日， 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0

年全年共办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车辆

45.9

万

辆， 发放补贴资金

64.1

亿元， 拉动新车消费

496

亿元， 日均补贴车辆数约为

2009

年日均

补贴车辆的

12

倍。

从车型看，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轿车数量占

比最高， 其次为大中型载客车、 轻微型载货

车，

1

至

12

月全国共补贴轿车

21.3

万辆， 占

补贴车辆总数的

46.4%

， 补贴大中型载客车、

轻微型载货车分别占补贴总数的

20.7%

和

17.2%

。

从地区看，

1

至

12

月， 汽车以旧换新补

贴车辆数量居前

10

位的是江苏、 浙江、 山东、

四川、 河北、 安徽、 河南、 江西、 辽宁、 北

京， 合计占补贴总量的

72%

。 其中， 江苏、

浙江补贴车辆数量超过

5

万辆。

2010

年全国家电下乡产品

累计实现销售额

1732

亿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昨日， 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

2010

年， 全国家电下乡产品累计销售

7718

万

台， 实现销售额

1732.3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3

倍和

1.7

倍。

12

月当月， 家电下乡产品销

售

990.1

万台， 实现销售额

229.4

亿元， 比上

年同期分别增长

68%

和

109%

， 双创全年最高

水平。

数据显示，

2010

年， 全国家电下乡产品

累计销售

7718

万台， 实现销售额

1732.3

亿

元， 同比分别增长

1.3

倍和

1.7

倍。 其中， 冰

箱和彩电销售额居前两位， 分别为

567.4

亿元

和

488.5

亿元， 两类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

61%

。 销售额前

5

名的地区是河南

219.5

亿

元、 山东

179.8

亿元、 安徽

142.3

亿元、 河北

116.7

亿元、 江苏

109.8

亿元。

商务部： 研究建立废旧

商品回收利用体系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日前，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商务部第

45

次部务会议上指出， 研究建立完整先进的废旧

商品回收利用体系等有关工作。

会议要求， 商贸服务司牵头， 以完善废旧

商品回收网络和提高回收利用率为重点， 以加

强法规建设、 制度创新、 机制创新为保障， 加

快建立拥有现代回收方式、 先进的技术设备、

完善的回收网络、 高效的资源利用、 规范化管

理的废旧商品回收利用体系； 同时， 会议就

“政府推动、 市场主导、 企业运作、 社会参

与”， 有重点、 有步骤地推进废旧商品回收利

用工作的具体措施进行了研究。

据悉， 继节能补贴与以旧换新等产业政策

之后，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

例》 从今年元旦起开始施行。 条例中规定， 电

视机、 空调、 电冰箱、 洗衣机、 微型计算机共

5

类产品将会成为首批按照国家标准进行正规

回收拆解的产品， 并将建立相关的处理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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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洪灾引发国内炼焦煤价大涨

� � � �澳洲洪水冲垮了全球炼焦煤市

场沉寂的走势， 推动炼焦煤价格刷

新两年来高点。 受此提振， 国内煤

企陆续上调炼焦煤出厂价

10%

，

到

1500

元

/

吨。 业内人士指出， 提

价后的国内炼焦煤价格仍与国际市

场有近

200

元

/

吨的差价， 仍有进

一步上涨的空间。

受 “拉尼娜” 天气现象的影

响， 澳大利亚东北部地区、 最大煤

炭出口区———昆士兰州在最近两周

内暴雨不断， 创纪录的降雨量导致

该州出现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洪

灾， 部分地区灾情相当严重， 该州

已有

22

个镇为洪水所困， 迄今有

20

万名民众被疏散， 破坏规模可

谓空前。 由于国际市场一半左右炼

焦煤来自澳洲， 停产将导致国际炼

焦煤市场贸易量锐减， 市场预计总

量将减少

17%

， 国际炼焦煤供应

偏紧已成为事实。

“会不会重新上演

2008

年炼

焦煤价格一幕？” 平安证券分析师

张顺非常担心。 统计显示，

2008

年第一季度国际炼焦煤价格， 达到

300

美元

/

吨的历史记录高位， 当

时就是因为澳洲连续

2

个月的洪

水， 导致全球炼焦煤贸易量锐减。

2008

年下半年， 随着金融危机爆

发价格一路下滑，

2009

年初到

130

美元

/

吨低位， 随后价格攀升， 到

如今

250

美元

/

吨附近。

值得注意的是， 炼焦煤是全球

性的稀缺煤种， 尽管我国煤炭资源

丰富， 但近两年炼焦煤的进口量仍

然大幅上升， 市场对外依存度提

高， 且主要进口国为澳大利亚。 与

此同时， 国内炼焦煤价格较之动力

煤下游传导能力更强， 而且基本上

实行了国际定价。

目前， 澳洲炼焦煤价格对于国

内影响越来越大。 市场预计

2010

年国内炼焦煤进口

4200

万吨， 同

比增幅逾

30％

， 其中近

40％

来自

澳洲， 而

2011

年中国炼焦煤进口

量将达

4400

万吨。

高涨的国际市场价格带给国内

炼焦煤市场越来越大的价格压力，

国内煤企陆续上调了出厂价。 统计

显示， 国内炼焦煤龙头企业———西

山煤电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 将

优质冶炼精煤车板含税价由

1365

元

/

吨上调至

1465

元

/

吨； 盘江股

份也从

1

月

1

日起， 将优质冶炼精

煤由

1390

元

/

吨上调至

1500

元

/

吨。 此外， 更多炼焦煤企业也将价

格上调到

1500

元

/

吨左右。

“国内炼焦煤价格上涨属于

补涨性质。” 煤炭专家李朝林指

出， 国内炼焦煤市场， 同品质的

炼焦煤价， 考虑增值税、 海运费

等因素后， 仍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176

元

/

吨。 当前， 亚太地区炼焦

煤基准价———日澳焦煤合同协议

价一季度上涨

8%

， 为

225

美元

/

吨。 而截至上周末， 澳大利亚优

质硬焦煤离岸价环比上涨

2.3%

， 至

248

美元

/

吨， 现货价格远高于一季

度的协议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 钢铁业开工率对

于炼焦煤价格影响也非常大。 通常一

季度是钢厂补充炼焦煤库存的时间，

也是国内炼焦煤企业与钢厂、 焦化厂

进行

2011

年价格谈判的收尾阶段。

由于国内钢铁行业去库存化基本结

束， 随着限产机制的逐步退出， 近期

国内钢铁行业持续复产， 开工率稳步

回升， 炼焦煤需求也水涨船高。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在当前澳洲

洪灾影响下， 若一季度钢铁行业需求

迅速反弹， 全球炼焦煤现货价格将逼

近

2008

年初的高点， 国内炼焦煤企

业协议价格也将再涨

20％

， 与国际价

格接轨。

工信部：

2010

年纺织行业

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

� � �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

据显示，

2010

年， 在全球经济复

苏、 纺织行业全面回暖的带动下，

我国纺织行业投资信心得以恢复，

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 。 其中，

中、 西部地区投资增速高于东部地

区， 投资额占全行业投资总额比重

继续提高。

数据显示，

2010

年

1-11

月，

500

万元以上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 达

3508.0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9.54%

，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了

20.01

个百分点， 比全国工业投资

增速高

6.84

个百分点。 同期， 新开

工项目数为

7612

个， 累计同比增

长了

8.82%

， 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了

15.05

个百分点。

其中， 受纺织行业整体向好、

纺织原料需求持续加大， 棉花价格

过快上涨、 纺织企业增加化纤用

量， 以及

2009

年投资额基数较低

等因素的影响，

2010

年

1－11

月化

纤行业投资高速增长。 实际完成投

资额累计同比增长

49.30%

， 比上

年同期增速提高

63.6

个百分点， 新

开工项目数累计同比增长

24.80%

，

比上年同期增速提高

7.75

个百分

点。 工信部指出， 我国化纤产能已

占全球的

60％

左右， 投资快速增长

将加大行业风险， 企业应加强风险

监控。

此外， 数据还显示，

2010

年

1－

11

月， 东部地区投资额达

1856.69

亿元， 同比增长

18.66%

； 中部地区

投资额达

1311.44

亿元， 同比增长

43.84%

； 西部地区投资为

339.95

亿

元， 同比增长

46.80%

。 工信部称，

在产业转移政策的指导下， 中、 西

部地区投资有望进一步增加， 纺织

产业区域结构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中航工业直升机

５

年后可实现年产

３００

架

� � � �记者

５

日从中航直升机有限

责任公司天津基地获悉， 该基地

２０１１

年将参与更多的直升机总装

流程， 目前数十名总装工作人员

正在中国民航大学受训。 预计到

２０１５

年， 中航工业直升机将实现

年产各类直升机

３００

余架， 成为

全球直升机主要供应商之一。

据了解， 直升机总装流程大

致可分为大部件装配、 仪器仪表

安装、 传动系统调试、 总装检验、

试飞等环节。 目前， 开工建设仅

一年半的天津基地尚未完整参与

所有总装流程。

据中航工业直升机天津基地

相关负责人王帅介绍， 目前， 基

地

３６

名员工正在中国民航大学接

受培训。 未来， 他们将与现有的

２５

名工作人员一起， 投身天津基

地直升机总装工作。

“这几十名总装工作人员是

从天津电子职业信息学院、 天津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大专院校招

聘的毕业生， 以理工、 机械、 仪

表等专业为主。 经过生产、 操作

流程长期培训并获得相关 ‘上岗

操作证’， 他们方能走上参与总

装直升机的岗位。 然而距熟练工

人， 他们还有很长路要走。” 王

帅说。

中航工业直升机天津基地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开工建设。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自

主研制的国产

２

吨级轻型多用途

直升机

ＡＣ３１１

在中航工业直升机天津

基地完成总装下线， 并成功首飞。 贵

阳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

局当即与中航工业直升机签订了

２

架

ＡＣ３１１

直升机销售合同。

根据中航工业直升机的公司战

略， 天津基地被定位成中国系列化民

用直升机的总装生产线， 形成开发、

集成、 客户化改装服务等直升机产业

的高端能力， 但并不直接从事直升机

零部件的开发、 研制和生产。

中航工业直升机总经理王斌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 未来将发

挥哈尔滨、 景德镇、 保定的直升机

制造优势， 使其成为天津总装生产

线的供应商， 并形成以天津为核心、

四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直升机产

业格局。

胜利油田

２０１０

年累计

新增探明储量超过

１

亿吨

� � � �记者从中国石化胜利油田获悉，

随着第二批申报新增探明储量去年

年底顺利通过国土资源部评审， 胜

利油田

２０１０

年度东部老区和西部新

区累计新增探明储量

１１２２３．１２

万

吨， 新增技术可采储量

２３８１．０６

万

吨， 均超额完成计划任务， 此外西

部探区还新发现一个春风油田。

据了解， 胜利油田东部老区勘

探去年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１９

个油田

３７

个区块合计新增探明储量

超

１

亿吨年计划

１８５

万吨。 至此，

东部老区连续

２８

年探明储量过

１

亿

吨， 连续

８

年三级储量均超

１

亿吨。

在西部新区， 北疆的排

６０１

井

区新发现一个油田———春风油田。

这个区

２０１０

年度新增探明储量逾

１０００

万吨， 远超

７００

万吨的年计划。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是中国原油

生产第二大油田， “十一五” 期间，

油田新增探明储量

５．１５

亿吨， 超规

划

９０００

多万吨。 在新发现储量中，

５００

万吨以上的整装储量占

６０％

， 近

两年达到

６５％

。 “十二五” 前三年

的增储领域和增储阵地也基本明确。

记者了解到， 尽管历经

４０

多年

的强化开发， 但胜利油田仍然资源

储备丰富， 目前石油剩余资源量

９４

亿吨， 现有控制储量

７．５

亿吨， 预

测储量

９．３

亿吨。

２０１１

年胜利油田将继续按照

“精细勘探东部稳定基础， 创新突破

西部实现发展” 的思想， 做到东部

稳定不放松， 西部突破要尽快， 使

之成为中石化重要的战略接替阵地，

为百年胜利奠定坚实资源基础。

我国正研究对加工贸易

特定产品出口转内销专项政策

� � � �昨日， 商务部副部长蒋耀平在

“第二届中国开放经济发展高层论

坛” 上表示， 中国将在今后一个时

期内保持加工贸易政策的总体稳定，

鼓励加工贸易逐步向中西部转移。

他还透露， 中国正积极研究对加工

贸易特定产品的出口转内销专项政

策。

蒋耀平说， 加工贸易是当前我

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目前

我国有加工贸易企业超过

12

万家，

解决就业约

4000

万人。 在全球化的

背景下， 加工贸易的顺差产生在中

国， 但利益由全球分享， 中国只是

在组装、 加工环节获得了利益。

蒋耀平表示， 在今后一段时期

内， 我国仍要保持相关政策的稳定

性和预见性， 避免大的波动， 在稳

定中完善政策； 要积极推动加工贸

易的转型升级， 鼓励加工贸易向产

业链高端延伸， 稳步推动向中西部

转移， 更加注重节能环保； 大力实

施标准战略， 积极探讨加工贸易转

内销的政策措施， 通过扩大进口促

进我国国际收支在更高水平上的基

本平衡。

蒋耀平还表示， 中国将要出台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指导意见》，

鼓励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延伸，

鼓励加工贸易逐步向中西部转移，

鼓励加工贸易增量向特殊监管区集

中， 同时注重节能环保， 严格控制

“两高一资”。

蒋耀平强调说， 加工贸易的转

型升级不是单个企业、 单一产品面

临的任务， 也不仅仅是外贸环节的

问题， 关键是整个产业体系的转型

升级， 要通过自主创新， 在保持中

国制造优势的同时， 形成中国创造

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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