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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脉搏

北京首提“降” 房控目标还需细化

证券时报记者 张达

在各地公布的房价调控目标

“涨” 声一片、 被指为 “涨价目标”

时， 北京踩点儿提出的 “稳中有

降” 的调控目标着实让人眼前一

亮、 直指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 北

京不仅成为全国第一个喊 “降” 的

城市， 而且还首次明确了调控目标

所指的是新建普通住房价格， 并采

取了分类调控的办法。

此前已公布的调控目标针对

的多指 “新建住房价格”， 这个

“住房” 指标比较含糊， 是单指商

品房还是包括保障性住房， 商品

房中是否包括高端住房等都不得

而知。 如果包括高端住房， 那么

其热销将使商品房价迅速上涨，

反之将下跌； 如果动迁配套房或

经济适用房也纳入其中， 或者保

障性住房一并包括在内， 那么这

类住房供应比例的提高将拉低房

价， 从而达到控制平均房价上涨

的目标。 提出这样的调控内容不

明确的指标， 给了地方政府更多

操作空间。

相较而言， 北京的房价调控目

标则更加明确。 北京要调控的是

“新建普通住房价格”， 是指住宅小

区容积率

1.0

以上、 单套建筑面积

140

平方米以下的住房， 其中以

90

平方米 （含） 以下住房为主， 包括

普通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 并且涉

及 “稳” 和 “降” 两个方面， 不仅

要通过保供应将价格稳定在去年的

水平， 还要对去年以来价格过高或

上涨过快的区域和项目严格调控，

使其价格回落到合理区间。

由此看来， 北京这次调控重点

是刚性自住和改善性需求集中的普

通住房市场， 似乎大户型、 低密

度、 高档房等非普通住房不在调控

之列， 这也体现了保障归保障、 市场

归市场的调控思路， 也是未来 “双轨

制” 的一种体现。

之所以大多数已出台的调控目标

不够明确， 归根结底是地方政府过度

依赖土地财政的结果。 如果调控目标

定的房价涨幅太小或者下跌， 就会影

响到开发商的买地热情， 进而影响当

地的土地财政。 因此， 各地在制定调

控目标时都非常谨慎， 既要迎合中央

政府， 又要考虑目标年底要兑现， 否

则会被问责， 同时也尽量减少对土地

财政的影响。

北京首开降价先河并且细化的调

控目标， 对全国房控目标的制定来说

是个表率， 也给其他城市重新审核提

供一个参考。

另外， 需要明确， 不应把房地产

调控的目光单纯盯着降房价上， 从长

远来看， 增加土地供给、 切实改善供

给结构是关键。

中国内地首条

液晶面板生产线建成投产

� � � �经过

17

个月的建设， 总投资

126

亿元的中国内地第一条液晶电

视面板生产线———中电熊猫第六代

液晶面板生产线

30

日在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 “中国南京液晶谷” 正

式投产。 该条生产线的顺利投产标

志着我国电视液晶面板国产化进程

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据了解， 全球液晶显示产品正

加速替代传统的

CRT

显示产品， 液

晶面板的市场空间巨大。

2010

年，

全球液晶电视的生产量达

2

亿台，

显示器的生产量超过

2

亿台， 全球

液晶面板需求量涨幅达到了

41%

。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彩电生产和消

费国， 预计到

2012

年， 将有

4

亿台

存量

CRT

电视机需要更新换代。 但

由于液晶面板的关键技术， 尤其是

高世代液晶面板技术都控制在境外

少数企业手中， 液晶面板进口额每

年近

400

亿美元， 居单一进口产品

的前

4

位。

据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总经

理刘烈宏介绍， 中电熊猫六代线引

进了夏普十代线所使用的最新技术，

使产品主要性能指标在国内外同行

中最优。 第六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建

成投产， 将有效改变大尺寸液晶面

板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

据介绍， 位于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内的南京液晶谷， 总规划面

积

17

平方公里， 其中一期启动面

积

7

平方公里。 南京液晶谷以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完整产业链为目

标， 现已相继引进液晶模组、 大

宗气体、

LED

芯片、 电子物流等

项目。 “十二五” 末， 南京液晶

谷将成为总投资规模达

800

亿元、

产业规模达

3000

亿元的世界级光

电显示产业基地。 （据新华社电）

中棉协称将建棉花收储制度调节棉价

证券时报记者 魏曙光 周宇

中国棉花协会昨日发布的

3

月份 《中国棉花形势月报》 透

露， 中国政府将于近期宣布建立

棉花收购和储备制度， 当市场价

格低于一定水平时， 国家敞开收

储棉花。

另据了解， 日前， 发改委、

财政部等多部门发布的 《

2011

年

度棉花临时收储预案》 称， 为稳

定棉花生产、 经营者和用棉企业

市场预期， 保护棉农利益， 保证

市场供应， 决定从

2011

年度开始

实行棉花临时收储制度。

该预案的棉花主产区为天津、

河北、 山西、 江苏、 安徽、 江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陕西、

甘肃 、 新疆

13

省 （区、 市）。

2011

年度棉花临时收储价为： 标

准级皮棉到库价格每吨

1.98

万元

（公重）。 收储预案执行时间为

2011

年

9

月

1

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

据悉， 此项政策的出台， 将

对棉花生产起到稳定器的作用，

有利于提高棉农种棉积极性。

对于当前国内棉花收购形

势， 中棉协前述报告指出， 棉花

收购和销售也逐步恢复正常， 国

内棉花现货价格再度回升至

3

万

元

/

吨以上高位。

数据显示 ，

2

月中国棉花价

格指数 （

CC Index328

级） 月均价

2.98

万元

/

吨 ， 环比 上 涨

6.6%

，

同比上涨近

1

倍 。 籽棉收购价格

也跟随上涨， 内地棉农月平均交

售 价 格

11.7

元

/

公斤 ， 同比上涨

74%

， 部分棉农交售积极性略有提

高， 进度有所进展 ， 但仍慢于去

年同期。

截至

2

月底， 全国棉农平均交售

进度

88.6%

， 同比减缓

6.3

个百分

点， 其中长江流域基本结束， 黄河流

域受存棉传统及期待价格继续回升影

响， 交售进度仅为七成。

中国棉花协会

3

月植棉意向调

查显示， 由于棉花收购价格水平较

高， 全国大部地区植棉面积有所增

长， 但受劳力、 成本、 比较效益等

因素影响， 增长幅度有限， 预计全

国植棉面积

8096

万亩， 同口径比较

增长

5.1%

。

“高棉价下， 商品棉周转库存量

环比变化也较小。” 该报告指出， 由

于当前棉花价格较高， 纺织企业采购

仍很谨慎， 高等级棉花由于相对稀

缺， 销售较旺， 低等级棉花成交则较

为清淡， 商品棉周转库存量环比变化

也较小。

中国棉花协会监测， 截至

2

月底

全国商品棉周转库存总量约为

151

万吨， 较

1

月减少

7.9

万吨。 同时，

新年度以来新疆棉发运总体较为顺

畅， 截至

2

月底， 已累计向内地发运

棉花近

110

万吨 （不包括进口棉、 短

绒等）。

报告称， 近几个月来， 由于国际

棉花价格变动较大， 回购、 违约等现

象有所增加， 棉花进口量连续

2

个月

环比大幅下降。

2

月我国进口棉花

18.4

万吨， 环比减少

53%

， 同比减少

16.7%

； 平均进口价格首次超过

3000

美元， 达到

3011

美元

/

吨， 环比上涨

6.3%

， 同比上涨

75%

。

奇虎

360

首次公开发售

定价

14.5

美元

中国第三大互联网公司奇虎

360

科技有限

公司昨日宣布， 其首次公开发行的

1211.08

万

股美国存托凭证股票， 定价为每股

14.5

美元，

募集资金为

1.756

亿美元。 这批美国存托凭证

股票每两股代表一股

A

类普通股， 将于美国

时间

2011

年

3

月

30

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

交易， 股票代号为

QIHU

。

公司此次发售的

1211.08

万股美国存托凭

证股票承销商拥有超额配售权， 可在股票定价

30

天之内超额认购买最多

181.66

万股美国存

托凭证股票。 瑞士投资银行和花旗银行是此次

发售的联 席 账 簿 管 理 人 ，

Stifel Nicolaus

Weisel

和

Cowen and Company

为本次发售的

联席经办人。

根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 奇虎

360

是中国

用户数排名前三的网络公司之一。 截至

2011

年

1

月， 奇虎

360

拥有每月

3.39

亿的活跃用

户， 在中国用户普及率达到

85.8%

。 此外， 奇

虎

360

还是中国第一大互联网和手机安全产品

及服务供应商。 奇虎

360

把安全当作互联网和

手机用户的基本需求之一， 免费为用户提供全

方位高品质的互联网和手机安全产品， 并创造

安全的上网环境， 公司由此积累了庞大而忠实

的用户群， 并通过提供在线广告和互联网增值

服务实现盈利。 （吴中珞）

海外地产商掘金中国

鉴于目前国内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即将于

4

月

7

日

~10

日举行的北京春季房展将特别开

辟展中展， 举办北京春季海外地产投资置业博

览会， 以便给持币待购的投资者提供一个投资

海外地产的平台。

据介绍， 北京春季海外地产投资置业博览

会是目前国内最具规模的海外地产展示平台，

已成为当前国际地产项目开拓北京乃至中国市

场的首选通道， 和中国购房者置业海外的最具

公信力的房地产平台。

主办方称， 中国购房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

吸引了众多国际地产商的眼球， 为此国外地产

商对

2011

北京春季海外地产投资置业博览会

表现出了极大的参展热情。 目前来看， 来自多

个国家的海外展商参展面积增长了

35％

， 成为

了整个北京春季房展会的主力军。 （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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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地产去年净赚

80

亿 超越万科成为内地房企盈利亚军

� � � �恒大地产日前在港发布

2010

年

经营业绩。 年报数据显示，

2010

年，

恒大地产实现净利润

80.2

亿元， 同

比

2009

年的

11.2

亿元大增

6

倍。 而

从目前已经披露年报的地产公司来

看， 恒大地产

80.2

亿元的净利润已

经超过万科的

72.8

亿元， 仅次于中

海地产， 成为目前内地房地产企业盈

利亚军。

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表

示， 未来公司将延续目前二三线城市

的布局策略， 并伺机进入一线城市有

潜力的项目。 许家印称， 按照目前的

状况预测， 今年公司

700

亿元的销售

目标将肯定可以完成， 未来可能出台

的种种地产调控政策对恒大将不会有

大的影响。

净利大增六倍

年报数据显示，

2010

年恒大地

产实现营业收入为

458

亿元， 同比

2009

年

57.2

亿元增长

700.7%

； 毛利

133.7

亿元， 同比

2009

年

19.5

亿元

增长

585.6%

； 净利润

80.2

亿元， 同

比

2009

年的

11.2

亿元增长

616.1%

。

截至

2010

年底， 恒大在建工程

面积为

2397

万平方米， 较

2009

年同

期的

1655

万平方米增长

45%

；

2010

年竣工面积

899

万平方米， 较

2009

年的

119

万平方米增长

655%

。

“我们在开拓二三线城市方面是

走在市场前面的， 在去年一线城市市

场普遍受到限购政策影响的情况下，

二三线城市项目的良好增长确保了全

年业绩的同比高速增长。” 恒大董事

局主席许家印表示。

据记者了解， 自

2004

年开始全

面进军二线城市市场以来， 恒大地

产在去年

3

月份还大规模进军部分

三线城市市场。 许家印称， 目前恒

大地产项目分布于中国

62

个城市，

其中大约

39

个城市并不受到限购政

策影响； 恒大地产现有的

112

个项目

中， 有

52%

以上的项目并不处于限

购范围之内。

许家印强调， 恒大目前的市场开

发模式不仅平滑掉了去年国家对房地

产宏观调控的负面影响， 对今年进一

步出台的各类地产调控措施也具有较

强的抵御能力。

“大家可以从市场数据看出来，

去年

4

月

17

日国家出台调控政策后，

中国房地产成交量出现了大幅下滑，

5

、

6

、

7

三个月基本上下滑了

40%

到

70%

。 那个大背景下， 恒大是同比和

环比每个月都在上升的。 今年宏观调

控出台后， 我们

2

月销售了

45

亿多

元， 在香港的上市房企中销售量基本

上是最大的。 在

3

月份， 我估计也不会

在哪一家后面， 销售量应该也是最大

的， 而且同比和环比都是增长的。” 许

家印称。

恒大高层强调， 今年除了有潜力的

二三线市场将继续深挖之外， 亦将适时

介入一线城市市场。 恒大地产董事局副

主席、 总裁夏海钧即表示， 恒大今年收

购深圳建设就是对一线市场仍然看好的

表现。

“公司超前进入三线城市， 但是

对于一线城市公司从来没有放弃过。

在宏观调控过程中， 如果有物有所值

的突破口， 恒大就会进入， 刚才说的

收购深圳建设就是这样。 这个时候，

没有实力的企业是不敢拿的， 我们收

购这个项目顺理成章。 所以恒大进入

深圳市场， 是在国家宏观调控情况下遇

到良好机遇才进入的， 今后北京和上海

要有这样的机遇我们也会进入。 不会为

了进入而进入， 而是等待非常良好的投

资机遇。 恒大当前的战略中心还是三线

城市。” 夏海钧称。

增长潜力依旧看好

值得注意的是， 在维持高速扩张的

情况下， 恒大

2010

年销售及行政费用

占营业额比例仅为

6.5%

， 同比

2009

年

的

31.8%

大幅下降

25.3%

。 其股东应占

利润

75.9

亿元， 同比

2009

年的

10.5

亿

元， 增长

622.9%

。

这一成本控制能力得到市场普遍认

同。 高盛日前发表报告称， 由于恒大

已把大部分平均售价较低的项目于

2010

财年入账， 故轻微提升其

2011

年

~2013

年度基本盈利预测

4%

、

1%

、

1%

， 基本每股收益至人民币

0.56

元、

0.7

元、

0.71

元。 在目前市况下， 恒大

为代表的二三线城市开发模式仍是业

内首选， 因为这一模式即便在受到宏观

调控政策影响下， 业务规模仍然可以迅

速扩张。

德意志银行亦表示， 恒大抢先布局

三线城市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维持盈利

能力的高速增长。 “由于二线城市竞争

激烈， 恒大将努力拓展三线城市的发

展， 由于以合理的价格收购三线城市的

土地， 相信投资回报较佳， 预计

2011

年盈利增长势头会进一步上升。” 德意

志银行认为。

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

表示， 未来公司仍然将坚持

70%

产品

为面向首次置业者的中端及中高端产

品的策略， 通过精准定位以及集团化

的紧密型管理和标准化运营模式来控制

成本， 进一步深化在二三线城市的渗透

和开发。

许家印称， 公司今年公布的全年

销售目标

700

亿在目前的情况下将肯

定可以完成， 而且会超额完成。 “今

年公布的全年销售目标是

700

亿元，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而且我们会超

额完成

700

亿元的目标。 恒大所讲的

任何一句话， 计划的任何指标都会超

额完成， 不会完不成， 恒大的管理层

是有这个决心和信心的， 也是有这个

把握的。

3

月份的不能说， 因为还没有

公报。

3

月份的销售数字不会比上个月

少。” 许家印表示。

许家印还表示， 恒大今年在围绕地

产的多元化产业投资方面会走的更远，

在足球和排球等体育产业上的投资会一

如既往地坚持。

“恒大介入体育是从两个方面考

虑。 一方面， 去年恒大销售

504

亿元，

今年预计销售

700

亿元， 拿

2

亿元投入

到体育行业， 应该说是拿一个零头试探

这个行业， 探讨未来的发展。 企业要发

展， 恒大也不排除在其他的行业有所探

索， 探索和大量投入是不同的概念。 另

一方面， 除了投资足球， 恒大还有投资

排球， 这也是公司投身公益以及品牌的

宣传手段。 涉足排球和足球后， 恒大在

全国的品牌形象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对

整体销售是有利的。” 许家印称。

三线战略优势将延续

恒大高层表示， 今年房地产行业面

临的调控力度将不会弱于去年， 行业整

体的发展态势亦将因此而进一步演化。

而在已有的二三线战略基础上， 恒大将

不会受到行业政策波动过多的影响。

“拿去年的数据来说， 去年有

112

个项目，

2397

万平方米的在建工程，

按照恒大从开工到销售是半年的时间计

算，

112

个项目已经在建

2300

万平方

米， 还有一些项目是准备施工的， 公司

今年的可售面积达到

3000

万平方米。

而且这

3000

多万平方米的可售面积大

部分是位于中国三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

刚性需求地带， 都是有效规避了国家宏

观调控， 我们的三线城市占了整个城市

布局的

63%

， 基本上都不在限购区域

内。” 恒大总裁夏海钧表示。

夏海钧还表示， 目前在三线城市的

渗透方面基本还没有其他地产公司走在

恒大前面， 因此恒大的这一战略布局带

来的优势还将延续下去。 “我们

2004

年布局全国， 大部分开发商还在一线城

市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二线城

市； 二线城市布局完成后， 大部分的开

发商才去二线城市， 这时候我们已经进

入了三线城市， 现在大家提三线城市的

时候， 我们已经布局了

63%

。 你可以观

察一下，

3

月份我们有几个三线城市开

盘， 各个盘的销售都很火爆， 均取得了

非常良好的销售业绩。 业绩的取得就是

来自于公司超前的战略， 适应了中国房

地产发展的方向， 符合发展中的中小城

市刚需。” 夏海钧表示。

据记者了解， 除了项目布局的超前

之外， 恒大目前

H

股上市带来的融资便

利性亦有助于其抵御政策波动。 恒大地

产人士称， 在今年

1

月份完成

14

亿美

元融资之后， 恒大目前的现金流状况较

国内大多数地产公司都好， 而在

2010

年宏观调控开始收紧之前恒大亦曾抢先

在资本市场融得

13.5

亿美元资金， 这些

均确保了恒大在市场低迷期间资金链的

完整。

年报数据亦印证了恒大现金流的稳

定。 记者看到， 恒大地产集团现金余额

从

2009

年末的

143.8

亿元增长至

199.5

亿元， 加上未使用银行授信额度人民币

322.5

亿元， 集团累计可动用资金达人

民币

532

亿元。

“在资金、 项目布局等战略布局

上的优势， 决定了我们在今年或者是

明年会产生一个良好的业绩和高速的

增长， 北京的调控、 上海的政策影响

不到我们， 我们会适应政策， 但不会

受到影响。” 恒大地产董事局主席许家

印称。

(

罗克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