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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大都市楼市转

跌， 共性就是对楼市

开启加息调控。

【市场敏感】

一些头部互金平台与

以微众银行为代表的

数家民营网络型银

行， 与商业银行形成

了显著的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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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归来话会议经济

储著胜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周在浙

江乌镇举行

。

会议期间

，

我在乌镇与南

浔这两个秀美古镇游走了一下

。

它们

俩相距不过几十分钟车程

，

都是江南

六大古镇之一

，

存续历史都在

6000

年

以上

，

同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

不过

，

现在论知名度

，

南浔显然不如乌镇

。

为

何会如此呢

？

奥秘就在于

：

乌镇被世界

互联网大会选定为永久性会址

。

那么

，

乌镇又凭什么让世界互联

网大会对其情有独衷呢

？

据了解

，

有几

个方面的原因

：

一是互联网经济发达

。

当一线城市刚刚普及网上支付时

，

乌

镇的商业系统就已率先普及了

。

乌镇

景区很早就构建了独立的网络销售平

台

，

游客通过相关网站即可了解景区

内餐饮

、

住宿

、

观景

、

娱乐等各方面的

信息

。

二是能代表中国历史文化

。

行走

在乌镇

，

不管是白墙黛瓦

、

小桥流水

，

还是雕梁画栋

、

石巷老屋

，

处处都能让

人感受到浓浓的中国风

。

三是文化的

包容性

。

从举办

“

乌镇国际戏剧节

”

到

参加

“

21

世纪世界文化遗产名城

”

论

坛

，

无不反映出乌镇人的开放与包容

。

四是小镇特色鲜明

、

景色宜人

。

乌镇的自身魅力引来了世界互联

网大会

，

而世界互联网大会又让乌镇

的声名由中国传到了全世界

。

在中国

数量众多

、

风格各异的古镇当中

，

乌镇

最终脱颖而出

，

不仅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中国游客前往

，

也让千千万万海外

人士都知道中国江南有这样一个秀美

动人的千年古镇

。

举办有影响力的会议可以让会址

所在地知名度提高

，

吸引人们前去旅游

观光

，

进而为当地的餐饮

、

酒店

、

景区

、

娱乐等相关行业带来增量收入

，

使其营

业额增加

，

进而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

这种现象人们称之为

“

会议经济

”。

我国每年举办的各种会议数不胜

数

，

涵盖公司会议

、

政府会议

、

事业单

位会议和社团会议四大类

。

会议经济

年产值高达万亿元

，

已经成为地方经

济的新增长点

，

日益受到各级政府和

会议产业链各相关环节的重视

。

乌镇

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性会址正是

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

乌镇由桐乡市管辖

，

桐乡市委书

记盛勇军在本次互联网大会开幕前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

从

2014

年

11

月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以来

，

乌

镇已经由原来的

67

平方公里扩大到

现在的

110

平方公里

，

其形态与功能

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

桐乡市政府网

站公布的

《

桐乡市智慧城市发展规划

（

2016-2020

年

）》

提出

，

要将乌镇打造

成为具有诗画水乡特色

、

国际一流的

“

互联网小镇

”：

不仅旅游休闲

、

安居生

活

、

城镇管理

、

会展服务等要全面实现

网络化

、

信息化和智能化

，

还要创建国

际一流的智慧旅游业和智慧会展业

，

建成互联网领域的东方

“

达沃斯

”。

从某种角度来说

，

世界互联网大会

已经在重塑有千年历史的乌镇

。

会议经济所体现的成果

，

并不仅

仅是给会址所在地的经济带来新的驱

动力

。

实际上

，

它还有一个重要功能

，

即通过会议的举办

，

让各类信息可以

互通

、

让各类资源能够对接

，

从而使与

会的政府部门

、

企业和个人都能获得

包括商机在内的各种机会

。

从这个角

度看

，

像刚刚结束的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

、

世界互联网大会这类商业性的

展会与会议

，

都可以看成是一个巨大

的信息服务平台

。

通过这个平台

，

政府

部门和企业单位都可以找到自己所需

要的各种信息

、

资源

、

合作伙伴以及商

业机会等

。

这些元素一旦有效加以利

用

，

必然有利于相关企业的发展和所

属地方经济的增长

。

会议经济如果从

这个角度来看

，

也可以称为平台经济

。

从乌镇近年来的变化

，

我们可以

直观地感受到会议经济的能量

。

如何

更好地利用会议的举办来促进相关地

区或行业的发展

，

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

值得政府部门

、

企业单位以及专家学

者们认真研究

。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全球一线楼市的“拐点”

李宇嘉

刚刚过去的

10

月份

，

一线城市楼

市不仅与

“

银十

”

无关

，

而且可能将成

为本轮楼市由升转跌的

“

拐点

”，

京沪

穗深四个城市新房成交集体下跌

。

中

指院数据显示

，

10

月北京新房交易环

比下降

29%

；

易居研究院报告显示

，

10

月上海新房成交环比下降

23.1%

；

深

圳市官方数据显示

，

10

月深圳新房成

交环比下降

19.10%

；

CRIC

数据显示

，

10

月广州新房成交环比下跌

59%

。

10

月

，

一线城市新房成交平均

45%

环比回调幅度

（

同比也下跌

3%

），

明显高于全国主要城市的下滑幅度

。

这或许意味着

，

作为楼市

“

领头羊

”

的

一线城市

，

正式进入下调阶段

。

进一

步

，

2015

年开启的全国楼市板块

“

轮

动式

”

回升

，

正式逆转进入了

“

轮动式

”

回落的进程

。

也即

，

一线楼市降温

，

将

会顺势波及到二线城市

，

目前余温还

在的三四线城市也不会幸免

。

对一线楼市来说

，

2016

年

10

月

以来

，

调控就未曾停过

，

但基于

2014-

2016

年去库存和

“

降准降息

”

的滞后

效应

，

加上引才力度大

、

区域概念多

（

如大湾区

、

北京副中心

、

京津冀一体

化

、

环沪对接上海等

）、

产业升级快

（

广

深为核心的大湾区成为网红

）、

人口大

规模涌入

、

轨交密集投入运营

，

特别是

投资买房热潮空前

，

一线楼市

2017

年

以来一直维系高位平衡的走势

。

下半年以来

，

贸易战

、

中兴事件

、

消费下滑和民企嗷嗷待哺等负面问题

叠加

，

将经济过于依赖楼市的积弊暴

露无遗

。

过去

，

楼市繁荣有

“

物业兴

、

百

业旺

”

的效应

，

现在要担心的是

“

物业

兴

、

百业衰

”。

于是

，“

7.31

”

政治局掷地

有声地喊出

“

遏制房价上涨

”，

成为中

期调控的顶层设计

。

现在

，

高层对楼市

的态度得到贯彻

，

杠杆开始抛弃楼市

，

高位不胜寒的一线楼市难以支撑

。

向来

，

一线城市被认为是最后的

防守区

，

资金密集

、

人口密集

，

无论刚

需还是改善

，

抑或资产配置和投机炒

作

，

一线城市的楼市都最受青睐

。

但

是

，

本轮楼市回升证明

，

一线楼市房屋

高端化

、

资产化趋势已形成

，

刚需置业

越来越远

，

这与高层

2

年前

“

房住不

炒

”

的最高指示相去甚远

。

控制住杠

杆

，

一线楼市最大的支撑就被抽走了

。

全球一线楼市都开始回调

。

2003-

2018

年

，

房价翻了

5-6

倍的香港楼市

，

近期出现豪宅地块流拍

、

违约翻倍增

加

、

成交腰斩等情况

。

国际投行预测

，

未来一年香港房价将下跌

10%-15%

。

同样

，

近

6

年

20

大城市房价涨幅超过

50%

的美国

，

也开启回调

，

美国二手房

销售连续

7

个月下跌

。

此外

，

温哥华

、

悉尼等被称为全球长牛的楼市也开始

转凉

。

国际大都市楼市转跌

，

共性就是

对楼市开启加息调控

。

过去

10

年

，

全球一线楼市同步上

涨

，

背后有量宽支撑

。

如今

，

美国继续加

息的预期浓厚

，

欧盟

、

英国

、

加拿大

、

澳

洲及我国香港都跟随加息或退出量宽

，

楼市面临调整

。

值得注意的是

，

2016-

2017

年全球经济弱复苏也得益于宽

松

，

并非完全是科技创新和结构性的改

革

。

美国

FAAMG

等科技企业繁荣

，

我

国

BAT

网红至极

，

模式创新远大于技

术创新

。

现在

，

中美科技股暴跌

，

这是挤

泡沫

，

楼市调整也一样

。

即便有需求支

撑

、

政府托底

，

但泡沫退潮是事实

。

（作者系资深地产研究人士）

【潜河流韵】

世界互联网大会已经

在重塑有千年历史的

乌镇。

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办法矫枉不必过正

魏敏

近日

，《

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

办法

（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

《

办

法

》）

非官宣版本被媒体曝光

，

部分条

款引发业内外关注

。

其中

“

联合贷款合作

”

条款规定

，

联

合贷款各方商业银行应分别独立对贷

款进行审批

，

商业银行不得以任何形式

为无放贷业务资质的合作机构提供贷

款资金

，

不得与无放贷业务资质的合作

机构共同出资发放贷款

。 “

联合贷款额

度

”

条款规定

，

单笔联合贷款中

，

作为客

户推荐方的商业银行出资比例不得低

于

30%

；

接受推荐客户的银行出资比例

不得高于

70%

。

作为客户推荐方的商业

银行全部联合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互联

网贷款余额的

50%

；

接受客户推荐的商

业银行全部联合贷款不得超过全部互

联网贷款余额的

30%

。

此外

，《

办法

》

还规定地方商业银

行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

，

应主要服务

当地客户

，

向外省客户发放的互联网

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互联网贷款总余额

的

20%

。

可以说这几条直击近年来商

业银行与部分互金平台乃至正规持牌

网络型银行的业务合作

，

其中的贷款

区域限制与出资比例限制更是严格到

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

倘若

《

办法

》

一字

不改落地

，

业态必将重塑

。

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业务和主

要的盈利手段

，

都来自于贷款业务

。

但

传统商业银行贷款渠道有着渠道单

一

、

客户对贷款信息处理单一

，

贷款渠

道与生活场景背离等痛点

。

而一些头

部互金平台与以微众银行为代表的数

家民营网络型银行则通过数据分析和

数据挖掘等方式

，

构建不同层次

、

不同

需求的用户画像

，

为不同用户贴标签

，

研发出能够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金

融产品与贷款服务

，

与商业银行形成

了显著的优势互补

。

仅以微众银行的

“

微粒贷

”

为例

，

数据显示其上线两年后

，

累计发放贷

款总金额已达

3600

亿元

，

主动授信客

户数近亿

。

满足服务小微企业贷款需

求的新产品微业贷

，

也即将面世

。

而办

法当中贷款区域限制与出资比例限制

显然将令以微众银行为首的持牌互金

机构无所适从

，

发展非但受限

，

亦有可

能一蹶不振

，

但受损最大的却是小微

企业与个人

。

上周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刚刚要求加大金融支持

，

缓解民营和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

少了这

些持牌互金平台载体

，

给政策的执行

亦增添了不少困难

。

不难发现

，《

办法

》

的本意应是降

低互联网金融借贷导致的商业银行不

良贷款率的回升风险

，

但矫枉未必需

要过正

。 《

办法

》

要求清理不符合监管

要求的山寨互金平台等合作对象

，

银

行不得委托有暴力催收等违法违规记

录的第三方催收机构进行贷款催收等

条款

，

的确可以促进整个市场规范发

展

，

但

《

办法

》

中贷款区域限制与出资

比例限制则确有用力过猛之嫌

。

这意

味着

，

地方商业银行必须完全依靠自

身来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

，

这与其当

前数据能力

、

风控能力与获客能力并

不相配

。

让传统商业银行以小微客户

的需求为立足点

，

去设计和开发贷款

渠道无异于一厢情愿

。

若让商业银行

抛弃线上

，

完全走传统线下贷款尽调

模式

，

更不现实

。

大多数商业银行遵循

的是

“

28

定律

”

理念

，

为

20%

的主要客

户提供服务

，

赚取

80%

的钱

，

其余

80%

的客户本可以是互联网贷款的长尾对

象

，

现在则无法享受同样的服务

。

与其隔绝与撕裂商业银行与互联

网

，

误伤嗷嗷待哺的小微客户

，《

办法

》

倒不如督促商业银行实时公布与合规

互金平台合作过程中的贷款总额

、

贷

款余额

、

不良率等重要信息

，

保证互联

网贷款业务的真实性

、

规范性

。

同时与

持牌互金机构

，

尤其是网络型银行资

源同享

，

形成风险把控联动机制

。

商业

银行亦可以通过直联央行征信系统的

优势

，

弥补对方全方位风险控制的短

板

。

这样可能更为现实与合理

。

（作者系上海高校教师、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