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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 3000 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降低

全国层面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取消

全国层面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近

期，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

布多项支持房地产的金融举措，全国绝大多

数城市快速跟进落实，多个一线城市调整优

化限购政策和住房信贷政策，共同打好优化

住房金融政策组合拳。相关金融政策将给市

场带来怎样的影响？怎样适应我国房地产市

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和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

的新期待，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和专家。

有效减轻购房者负担，
提振房地产市场需求

5 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

管理总局联合发布通知，首套和二套房贷最

低首付款比例分别降至不低于 15%和不低于

25%。中国人民银行同日宣布，取消全国层

面首套住房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政策下限，并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

利率。

“最低首付比例优化后，可降低居民购房

门槛，有助于提振住房消费。”中国人民银行

副行长陶玲表示，此次将全国层面的首套房

贷最低首付比例从 20%降至 15%、二套房贷

最低首付比例从 30%降至 25%后，城市政府

仍可据此因城施策。在城市政府确定的首付

比例下限基础上，商业银行可根据客户风险

状况自主决定具体的首付比例。

相关金融举措发布后，湖北、广西、云南、

山西、河北等省份快速响应，宣布将首套和二

套商贷的首付比例调整至全国下限，同时取

消房贷利率政策下限。近期，政策落地城市

进一步扩围，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发

布了最新的房地产金融政策。有关部门的统

计数据显示，除北京、上海、深圳外，全国其他

城市均已明确执行 15%首套房首付比例，并

明确取消房贷利率下限，新一轮房地产金融

政策基本落地。

银行是落地执行的重要一环。5 月 28 日

深圳宣布调整住房信贷政策，中国农业银行

深圳市分行第一时间推动政策落地，首批执

行新政策的房贷 5 月底已放款完毕。5 年期

以 上 首 套 、二 套 房 贷 实 际 执 行 利 率 分 别 为

3.5%、3.9%，均较此前下降 35 个基点。“此次

调整有利于降低居民家庭购房门槛，减轻还

款负担，更好满足居民刚性住房需求和多样

化改善性住房需求。”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

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 测 算 ，上 海 的 二 套 房 商 贷 利 率 从

4.25%（非差异化地区）降低到 3.9%后，按照

100 万元贷款、30 年期限、等额本息还款方式

计算，利息总支出可减少约 7.3 万元。

记者了解到，随着相关金融政策落地实

施，近期，多地楼市热度有所回升，房产销售

和中介机构的看房量、咨询量、下单成交量均

有明显增长。杭州贝壳研究院监测的数据显

示，相关政策推出后的 5 月 18 日至 27 日，杭州

二手房咨询量较 4 月份日均增长 20.3%，带看

量日均增长 29.7%，下定量日均增长 41.3%。

“从首付款比例、房贷利率两个方面对住

房金融政策进行调整，有利于降低购房门槛，

减轻居民住房消费负担。”浙江工业大学中国

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虞晓芬说。

创设结构性货币政策
工具，推动已建成商品房
去库存

为落实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

神，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中国人民

银行近日宣布，拟设立 3000 亿元保障性住房

再贷款，按照“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思

路，由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低成本再贷款资金，

激励 21 家全国性银行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

向城市政府选定的地方国有企业发放贷款，

支持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

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

据悉，保障性住房再贷款规模为 3000 亿

元，利率 1.75%，期限 1 年，可展期 4 次，发放

对象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

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

21 家全国性银行。银行按照自主决策、风险

自担原则发放贷款。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贷款

本 金 的 60% 发 放 再 贷 款 ，可 带 动 银 行 贷 款

5000 亿元。

城市政府根据当地保障性住房需求、商

品房库存水平等因素，自主决定是否参与。

符合保障条件的工薪群体自主选择是否参与

配售或租赁。房地产企业与收购主体平等协

商，自主决定是否出售。21 家银行按照风险

自担、商业可持续原则，自主决策是否向收购

主体发放贷款。

“所收购的商品房严格限定为房地产企业

已建成未出售的商品房，对不同所有制房地产

企业一视同仁。按照保障性住房是用于满足

工薪收入群体刚性住房需求的原则，严格把握

所收购商品房的户型和面积标准。”陶玲表示，

这项政策是中国人民银行为支持构建房地产

发展新模式出台的重要举措，有利于通过市场

化方式实现多重目标。一是加快存量商品房

去库存。地方国有企业在银行支持下，市场化

参与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可以推动商品

房市场去库存。二是加快保障性住房供给。

收购后的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

住房，能够更好满足工薪收入群体的住房需

求。三是助力保交楼和“白名单”机制。房地

产企业出售已建成商品房后，回笼资金可用于

在建项目续建，改善房企的资金状况。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设立 3000亿

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后，中国人民银行按照

贷款本金 60%发放再贷款。金融机构根据地

方国企申请，自主决策发放贷款，发放贷款后

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

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要求，城市政府选定

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收购主体，以市场化的方

式运作。该国有企业及所属集团不得涉及地

方政府隐性债务，不得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同时应具备银行授信要求和授信空间，收购

后迅速配售或租赁。

打好优化住房金融政策组合拳
本报记者 吴秋余

小小咖啡豆，牵出长长产业链：

种植、采摘、初加工、深加工……

小小咖啡豆，也折射出快速成

长大市场：我国咖啡豆年消费量近

30 万吨，咖啡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近

50 亿元，咖啡类企业超 22 万家……

云南，我国最大咖啡产区，贡献

了全国 98%的咖啡产量。近日，记者

走进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

佤族自治县和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

县，观察在这个以茶闻名的地方，咖

啡豆如何成为当地又一“土特产”。

“云南咖啡的
名气就像普洱茶一样
越来越大”

普洱与茶，密不可分。可少有

人知，咖啡在这里已规模化种植近

40 年。

阳光洒向茂密的咖啡林，桥安

精品咖啡庄园负责人金涛在观景台

上远眺。金涛是孟连勐马镇帕亮村

人，2023 年至 2024 年产季，他的咖

啡合作社收获咖啡豆 6000 多吨，平

均亩产提升 40%。“云南咖啡的名气

就像普洱茶一样越来越大。”

“热量好、雨量适中、坡地立体

气候明显，在云南，咖啡种植条件良

好。”云南省农业现代化咖啡产业专

家组组长夏兵介绍，在国际咖啡收

购商的推动下，上世纪 80 年代起，

小粒种咖啡开始在普洱普遍种植。

20年前，金涛回村承包了几百亩

荒山坡地种咖啡，“那时靠天吃饭，产

量不高，质量也一般。而且不懂管护，不结果的咖啡树只能砍掉。”

“现在种咖啡，就像照顾小孩一样精心。”金涛和社员们在

部分地块深翻土壤、平整台面，邀请专家测定土壤成分。此

外，还通过减少每亩地种植数量、修枝截杆、套种经济林果等

增加漫射光和荫蔽度。

生态化改造后，咖啡树病虫害发病率降低，咖啡豆产量和

品质提升。如今，孟连建设高稳产优良咖啡原料基地面积已

达 5 万亩，咖啡雨林基地面积达 7000 亩，全县精品咖啡率位居

全国前列。

更新的不仅是“良法”。“在影响咖啡豆品质的因素中，品

种占比最大。”夏兵说。

孟连茶叶和特色生物产业发展中心主任李梅英介绍，新

品种能更好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2023 年，云南编印精品

咖啡种植区划和咖啡优质品种推荐地图，逐步推动品种更

新。孟连已推广试种 20 余个咖啡新品种共 9800 亩。

“精深加工产品的利润率能翻几番”

空气中花香四溢，嫩绿的咖啡果挂满枝头。待到深秋，山

顶，鲜果色选机自动色选分级；山腰，脱皮脱胶、微水洗；山脚，

生豆自动烘干机忙碌运转——这道咖啡鲜果初加工生产线，

绝大多数工序做到了机械化、自动化。

过去，对于收获的鲜果，咖农的处理方式很简单：把一条

树枝上的咖啡果不加区分“一撸到底”。“那时候收入主要靠产

量。”金涛说，生豆价格买方说了算，有时收购商压价，即便不

想卖，考虑生豆放久了会坏，也只能便宜销售。

“机器加工出来的生豆，品质更稳定。”虽然买设备花了不

少钱，但金涛觉得值，“先进的设备让咖啡豆精品率从不到

30%提升到 75%左右，效益翻了一番多。”

针对香气、风味等指标，给咖啡豆“打分”，总分超过 80 分

的是精品咖啡。“近年来，全球精品咖啡消费增长速度超过

11%，这让云南咖啡有了更大发展空间。”夏兵介绍。

让孟连富岩镇信岗茶咖庄园负责人赵梅惊讶的是，“好

豆”价格比普通生豆贵一倍多。

意识到必须做精品咖啡，赵梅开始四处学习，“慢慢了解

到，咖啡的味道不只有苦，还有果酸、花香、坚果香等风味，一

些特殊风味很受消费者追捧。”

“能否用佤族的酿酒法加工咖啡果子？”佤族姑娘赵梅有

自己的想法。经历几个批次的尝试，她终于在咖啡里品到了

“红酒香”，这款产品成了她的成名作。“创新加工技艺才能‘创

造’属于自己的精品咖啡。”赵梅说。

除发展精品咖啡以外，通过精深加工进一步增加附加值，

是云南咖啡产业的另一“引擎”。

宁洱漫崖咖啡实业有限公司的四层小楼里，焙炒、研磨、

装袋，挂耳咖啡的生产线昼夜不停。

冻干、冷萃、挂耳……近年来，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咖啡产

品愈加丰富。“相较于生豆，精深加工产品的利润率能翻几

番。”公司总经理张芮说，“但相比卖生豆，卖产品难度也更大，

关键是创新产品、打造自主品牌，得到市场认可。”

通过推动本土企业创新、引进知名咖企进驻等方式，普洱

咖啡精深加工产业链不断完善。2023 年，普洱新增精深加工

产能 2.5 万吨，咖啡精深加工率从 2021 年的 8%提升至 33.4%。

“体验从一粒种子到一杯咖啡的全过程”

“体验从一粒种子到一杯咖啡的全过程！”在漫崖咖啡的

电商直播间内，张芮向消费者发出邀请。

张芮成为一名“带货主播”是在 2020 年。在线上与顾客

沟通时她发现，很多顾客对咖啡文化很感兴趣。这坚定了她

的想法：打造集体验和消费于一体的咖啡庄园。

在漫崖咖啡庄园，一条参观小路连接了种植、采摘、初加

工等多道工序的演示区域，小路尽头，是一座咖啡文化博物

馆。“可以看到真实的咖啡树、咖啡果，还能了解咖啡文化发展

历程，体验很新奇。”游客景雯说。

宁洱地处中老铁路沿线，有外国游客坐着国际列车来，品

一杯咖啡，临行时还带走各类咖啡产品。

带着最满意的豆子，金涛参加了中国（普洱）国际咖啡博

览会，“许多外地咖啡店主和咖啡师现场体验了新鲜豆子的现

磨咖啡，对我们的种植和加工过程很感兴趣。”

普洱茶叶和咖啡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张林群认为，举办咖

博会、咖啡文化节等活动，有利于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促成更

多订单，还能扩大影响力并带动咖旅融合发展。

近年来，云南省持续推动精品咖啡庄园建设，举办节庆、

展会、论坛等活动，搭建平台，架起中国咖啡与国际市场对接

的桥梁。2023 年至 2024 年产季，云南咖啡实际市场成交价高

于国际贸易商收购报价，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

云
南
普
洱
市
咖
啡
产
业
快
速
成
长

—

茶
乡
又
闻
咖
啡
香

本
报
记
者

张

驰

杨
文
明

■经济新方位R

■政策解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R

本报北京 6月 10日电 （记者刘温馨）记者从工业和信

息化部获悉：今年前 4 月，我国通信行业整体运行平稳。电

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5924 亿元，同比增长 4%，按照上年不

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12.5%。

新兴业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3 家基础电信企业积

极发展 IPTV、互联网数据中心、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新 兴 业 务 ，前 4 月 共 完 成 业 务 收 入 150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2%，占电信业务收入的 25.5%，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

2.7 个百分点。其中云计算和

大数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16%
和 44.1%，物 联 网 业 务 收 入 同

比增长 14.5%。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千

兆网络接入能力持续提升。截至 4 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

达 374.8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37.2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1.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全国互联网宽带

接入端口数量达 11.6 亿个，比上年末净增 2387 万个。

5G 用户占比超五成。截至 4 月末，3 家基础电信企业

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7.59 亿户，比上年末净

增 1528 万户。其中，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8.89 亿户，占移动

电话用户的 50.6%。

前 4月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 12.5%
物联网等新兴业务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

本报北京 6 月 10 日电 （记者王政、刘温馨）工业和信息

化部数据显示：1 至 4 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

平稳，软件业务收入 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6%。

行业利润总额增速明显。1 至 4 月，软件业利润总额 4314 亿

元，同比增长 14.3%。1 至 4 月，软件产品收入 9127 亿元，同比增

长 8.7%，占全行业收入的比重为 24.1%。

在软件业务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较快增长。1 至 4 月，信

息技术服务收入 24983 亿元，同比增长 13.2%。其中，云计算、大

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 4107 亿元，同比增长 14.3%。

前4月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11.6%

高山峡谷、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戈壁大漠，独特的地形地

貌、厚重的人文历史，涵养了新疆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今年

以来，新疆文旅融合亮点纷呈，游客量、旅游收入双增长。

1∶1 复原剧中场景陈设，带来沉浸式剧情体验，电视剧

《我的阿勒泰》拍摄地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赛

事”融合发展，持续放大环塔国际拉力赛等体育赛事对旅游

产业的催化效应，打造消费新热点。端午假期，新疆累计接待

游客 568.5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3%；实现旅游收入 57.57 亿

元，同比增长 25.88%；乌鲁木齐、伊宁进入携程平台国内自

驾游热门目的地前十。

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提高生活水平，文旅融合发展带

动越来越多人投身旅游行业。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新疆

通过旅游直接带动就业超 34.5 万人。

新疆游客量、旅游收入双增长

文旅融合亮点纷呈
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

■记录中国R

图①：游客在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的草原上骑马游玩。

新华社记者 阿 曼摄

图②：参加环塔国际拉力赛的赛车经过于田县达里雅布依村。

周富鑫摄（新华社发）

图③：来自上海的小游客在和田品尝当地特色美食酸奶粽子。

新华社记者 陈 朔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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