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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王蒙徽在展望“十四五”发展时强
调，将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
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时
刻绷紧房地产市场调控这根弦，全
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强化城市
主体责任，因地制宜、多策并举，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开局年 有哪些举措

据介绍，在政策上，国家将加
强住宅用地管理，完善房地产金融
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加快研究编制

“十四五”住房发展规划；在监测预
警上，将常态化开展月度监测、季
度评价、年度考核，落实城市主体
责任；在住房供给上，将加快构建
以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
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公租房主
要面向城镇户籍住房和收入“双
困”家庭，政策性租赁住房主要面
向无房新市民。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买房还是租
房，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中小城市，

“房住不炒”都正在成为一种共识。
“我不太看重房子的投资属性，

房子就是用来住的。房子存在的意
义，就是让人有属于自己的落脚
点。当然，房子本身也可以算是一
种资产，但我对它的预期不是说一
定要升值，不要太贬值就可以。”在

上海生活的李心笛认为，房子投资
升值的空间越来越小，如今理财的
方式也越来越多，没有必要为了增
值而花很多钱去买房子。

促转型 健康发展可期

房地产企业积极主动转型，在
增量上更关注房屋品质，同时聚焦
租赁房；存量上则下更大功夫，以
优质服务、打造智能社区等谋求健
康发展。

当代置业执行董事兼总裁张鹏
表示：“房地产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
词就是‘回归’。也就是说，房地产
要回归居住的本质，回归客户的基
本需求。我们认为，客户的基本需
求主要包括居住的安全性、舒适度
和便捷感，如今又增加了对于健康
性的关注。房地产企业要积极满足
群众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人居的向往
及追求，并谋求自身发展。”

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
分析，“十四五”时期，“健康发
展”将成为房地产行业的主旋律。
具体来看，这意味着居民基于城市
迁移、家庭变化、收入增长的住房
改善需求得到满足，房价涨幅与经
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相匹配，房屋装
修、改造、租赁、物业管理等一系
列住房服务得到充分发展，服务品
质进一步提升，居住服务领域市场
进一步壮大。

出新规 防范最大“灰犀牛”

去年 12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
行、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银
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
理制度的通知》。《通知》对房地产贷
款余额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分为五
档进行分类管理，设置了房地产行业
贷款余额占比上限和个人住房贷款
余额占比上限。房地产贷款余额主要
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个人住房贷款
余额主要针对购房者的购房贷款。通
俗地讲，贷款新规旨在限制银行贷款
过度进入房地产行业。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完善现
代金融监管体系》一文中提出，坚决
抑制房地产行业泡沫。目前，我国房
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
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
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行业
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

“灰犀牛”。
实际上，此次贷款新规已经不是

近期首次对房地产领域进行金融调
控。2020年8月，住房城乡建设部、人
民银行召开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
形成了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
融资管理规则。此次调控对重点房企
进行融资监管设定的“三道红线”是：
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
得大于70%；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
于100%；房企的“现金短债比”小于

1。房企一旦“踩线”，则不能增加或需
严控有息负债规模，且完成上述目标
的期限为2023年6月底前。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三道红线”
与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是双
向管控，既规范了资金使用方，也规
范了资金供应方，有利于房地产业长
期平稳健康发展。

高杠杆 房企必须“跨槛”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
长彭立峰表示，建立房企资管新规的
目的，在于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
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促进房
企形成稳定的金融政策预期，合理安
排经营活动和融资行为。同时，矫正
一些企业盲目扩张的经营行为，增强
房地产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广东省房地产协会会长王韶
说，“高杠杆、高负债”是对企业资
金运作能力的严峻考验，稍有不慎
将会“周转”失灵。防范风险，改
变增长方式是房地产企业必须跨越
的一道槛，以往开发商乐此不疲的

“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运作模
式将成为“绝唱”。

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行业将
真正进入大洗牌、大分化的阶段。
随着金融资源的稀缺，中小房企获
得金融资源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
越来越高。
综合《人民日报海外版》《经济日报》

健康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方向

贷款新规对房市影响几何？

这是1月13日拍摄的高温超
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外观及试验
线（无人机照片）。这是由我国自主
研发设计、自主制造的世界首台高
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及试验
线正式启用，设计时速620千米，标
志着我国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
研究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

新华社发

自主创新 世界居首！

时速620千米样车下线

新华社贵阳1月13日电 提起
几日前被乘客袭击时，正在医院治
疗的李财仍然心有余悸。

1月9日8时许，刚和同事换班不
久的贵州省兴黔交汽车运输（集团）
六盘水有限公司司机李财，驾驶一辆
大巴从福州返回六盘水。当车辆途经
贵州省麻江县境内时，在毫无征兆的
情况下，一名乘客从后排取下安全锤
走到驾驶室位置，朝正在驾车的李财
头部猛击，他被打了两三下才反应过
来遭袭，边喊边本能地紧握方向盘，
喷涌而出的鲜血挡住了视线，但他强
忍着剧痛，成功将车辆停了下来。

在李财忍痛控制车辆的同时，
他的喊声惊醒了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的同事孙志恒和车里的乘客，大家
一起将施暴的乘客制服。随后，孙志
恒驾驶车辆从最近的收费站驶出高
速，李财在麻江县人民医院进行简
单包扎后，被送到贵州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进行治疗。

记者了解到，事发时车辆行驶
速度为 74 公里/小时，车辆核载 39
人，实载39人（含2名驾驶员），全程
驾驶员没有和施暴乘客发生口角和
争执。李财头部被安全锤砸伤，3处
伤口共缝合13针。在制服施暴乘客
过程中，孙志恒右手受轻伤。

无故遭袭后他忍痛驾驶

平稳停车救下一车人

新华社合肥1月13日电 量子
纠缠是实 现 量 子 通 信 的 重 要 基
础 ， 但 纠 缠 态 非 常 脆 弱 容 易 消
失。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
光灿院士团队的李传锋、柳必恒
研究组与南京邮电大学合作，用
一种巧妙的方法将两对低纠缠度
的纠缠态“纯化”成一对高纠缠
度的纠缠态，并首次实现了 11 公

里的远距离量子纠缠纯化，纯化
效率比此前国际最好水平提升了
6000多倍。

量子纠缠态极其脆弱，环境噪
声、光纤抖动等都会导致纠缠纯度
降低，这是制约实现远程量子通信
的关键技术障碍。

“在实际传输过程中，量子纠
缠的纯度降低几乎不可避免。但

是，只有纠缠度比较高的时候才
有用，太低就失去了作用。”李传
锋教授说，他们近期设计出一种
新技术方案，尝试将两对低纠缠
度的纠缠态“纯化”成一对高纠
缠度的纠缠态，从而解决纯度降
低的问题。

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物理评论
快报》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新技术 新成果！ 我国科学家——

实现11公里量子纠缠“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