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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通知，将此前公布的支持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的两项金融政策进行调整，适用期限
统一延长至2024年12月31日。业内人士表示，此
举将有效缓解房企融资压力，为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对房企存量融资展期

2022年 11月，中国人民银行、原银保监会联合
出台《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围绕保持房
地产融资平稳有序、积极做好“保交楼”金融服务、
积极配合做好受困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等方面提
出16条金融举措，明确了相关政策支持。

“综合考虑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为引导金融
机构继续对房地产企业存量融资展期，加大保交
楼金融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决定，延长有关政策适用期限。”中国人民银
行有关负责人说。

具体来看，此次延期主要涉及两项内容——
一是在存量融资展期方面，《通知》规定“自

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未来半年内到期的，可以允
许超出原规定多展期 1 年”。此次延期政策提出，
对于房地产企业开发贷款、信托贷款等存量融
资，在保证债权安全的前提下，鼓励金融机构与
房地产企业基于商业性原则自主协商，积极通过
存量贷款展期、调整还款安排等方式予以支持，
促进项目完工交付。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到期的，
可以允许超出原规定多展期1年。

二是对于商业银行按照 《通知》 要求，2024
年12月31日前向专项借款支持项目发放的配套融
资，在贷款期限内不下调风险分类；对债务新老
划断后的承贷主体按照合格借款主体管理。对于
新发放的配套融资形成不良的，相关机构和人员
已尽职的，可予免责。

有效缓解房企融资压力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延期政策出台，将有效
缓解房企融资压力，为其提供更为宽松的金融政
策环境。

招联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
研究员董希淼认为，此次中国人民银行等两部门
对 16 条金融政策中有具体期限的两项政策延
期，有利于改善金融机构不敢贷、不愿贷的情
况，鼓励金融机构向专项借款支持项目配套融
资，这将进一步改善房地产企业融资情况，有助

于稳定市场信心和预期，更好地助力宏观经济持
续恢复。

“在房地产市场总体预期仍需稳定的情况下，
央行等两部门提出相关延期政策，对于稳信心、
稳预期进而稳楼市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告诉
本报记者，“两项政策延期仍然聚焦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这意味着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定位没有
改变，旨在为居民提供更好的住房服务。”

今年以来，针对房企融资问题，金融管理部
门从存量、增量入手，加大贷款、债券、资管等
多渠道融资支持力度，如设立房企纾困专项再贷
款、设立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等。2023 年一季
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一季度末，
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53.8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3.3万亿元，同比增长
5.9%，增速比上年末高2.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
款余额38.94万亿元，同比增长0.3%。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
2023 年第二季度例会，提出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
稳定各项工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加快完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体系，推动建立房地
产业发展新模式。

业内人士认为，要更好满足刚性、改善性住

房需求，仍需加强信贷等方面政策支持，为房地
产行业营造健康的发展环境。

“从需求侧看，应加快调整限购、限贷等措
施，实施好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更好地提振
居民住房消费的信心和需求。”董希淼说，目前多
数商业银行已对住房贷款政策进行了微调，如降
低贷款利率、加快放款速度等，但相应调整集中
在满足首套住房消费需求方面。下一步，应在如
何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上推出更多支持政策。

“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房地产市场都要
坚持‘稳’字当头。在财政、金融领域，确保现
有政策落地见效的情况下，应继续给予相关政策
倾斜，保证房地产市场规范运行，推动房地产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赵锡军说。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除此次延期
的两条政策外，其他不涉及适用期限的政策长期
有效。各金融机构应按照要求切实抓好落实，因
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保持房地产
融资合理适度，加大保交楼金融支持，推动行业
风险市场化出清，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延长两项金融政策——

房企将获持续稳定金融支持
本报记者 廖睿灵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延长两项金融政策——

房企将获持续稳定金融支持
本报记者 廖睿灵

浙江省宁波市
海曙区在城市建设
中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推动改
善人居环境，提升
居民获得感、幸福
感。图为海曙区青
林湾一带的住宅楼
和滨江公园。

胡学军摄
（人民视觉）

盛夏时节，位于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
源县的泸沽湖，洁白的
海藻花盛开，铺满湖面，
将泸沽湖点缀得更加迷
人，吸引全国各地的游
客慕名前来观赏。每年
7至8月，泸沽湖盛开的
海藻花与周围自然风光
相互映衬，别有一番风
情。图为游客在泸沽湖
乘船欣赏海藻花。

李结义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7月 11日电 （记者孔
德晨） 11 日，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
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有关
情况。今年上半年，发现土地违法案
件数量同比下降64%、面积同比下降
80.5%，全国耕地总量连续两年实现
净增加；全国新设探矿权242个，同比

增长 25.4%，并陆续取得山东莱州金
矿、云南昭通磷矿等重大找矿突破。

自然资源部部长、国家自然资源
总督察王广华介绍，立足推进重要能
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
产，按照夯实基础工作、繁荣矿业市
场、强化科技支撑的思路，自然资源
部精心组织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

行动，完善矿产勘查开采管理制度，
激发矿业市场活力。主要开展了三方
面工作：

——强化重大基础工作。一是开
展矿产资源国情调查。对全国查明资
源储量的全部 163 种矿产、4.5 万余
个矿区开展了调查，全面摸清了我国
各种矿产的数量、质量、结构、空间
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二是加强矿产
基础地质调查工作。划定基础调查
区、重点调查区，加大矿产资源调查
工作力度；划定重点勘查区、重要矿
山深部，开展找矿预测和矿体定位等
工作，加大“攻深找盲”力度。“十
四五”以来，已初步圈定找矿远景区
124 处、提交找矿靶区 102 个，为社
会资金开展商业性勘查提供指引。

——加强支持矿产资源勘查开发
政策供给。一是完善矿业权出让收益
征收管理制度。将征收方式由一次性

征收，改为主要在矿山生产时按销售
收入逐年征收，既维护矿产资源国家
所有者权益，又切实减轻了企业负
担。二是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
管理。鼓励实施矿产资源综合勘查。
放活探矿权二级市场，放开招标拍卖
挂牌取得的探矿权转让年限限制，允
许探矿权流转。精简矿业权登记申请
要件和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三
是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允许夹缝
资源、深部资源等以协议方式向同一
主体出让矿业权；调整探矿权延续扣
减面积比例、细化油气探采合一制度、
延长探矿权保留期限、完善矿业权竞
争出让等，促进矿产资源勘探开发。

——加强科技支撑。创新示范了
一批新技术、新方法。推动实施相关
重大科技项目，推进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专项实施。在自然资源科学技术奖
评选中专门设立“地质找矿奖”，激
励地勘队伍找矿积极性。

“今年上半年，全国固体矿产、
油气矿产勘查投入同比增长 17.2%、
7.5%。”王广华表示，自然资源部将
会同有关部门继续优化完善相关政
策，为各类社会主体投资矿产勘查开
发创造良好环境。比如，指导各地推
进“净矿”出让，通过加强矿业权出
让前期准备工作，提高服务效率，加
强用地用林用草要素保障；加快推进
重点矿业项目审批，促进拉动内需和
稳增长，以有力举措扎实推进新一轮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上半年，全国油气矿产勘查投入同比增长7.5%——

矿业市场活力持续激发

7月11日，入伏第一天，在位于河
北唐山的中国石油冀东油田高65-26
井作业现场，工人们顶着烈日进行作
业施工，确保油气生产正常进行。

杨 军摄 （人民视觉）

7 月 11 日，2023 深圳国际水务科技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
探雨雷达、智能无人船等高精尖产品在展会上集中亮相，为智慧水务
水利场景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此次博览会展览面积1.5万平方米，参
展企业280余家，设置智慧水利、水利水电与水文、给排水、疏浚与航
道、泵管阀、水处理等几大特色展区。图为参观者在粤海水务展台观
看移动式污泥脱水系统模型。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积极落实纺织化纤产业减税降费、科技创新等
各项惠企政策，推动其主导产业纺织化纤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自主品牌
竞争力，助力化纤纺织企业高质量发展。图为7月11日，工人在福建金
磊纺织有限公司车间作业。 王旺旺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7月 11日电 （记者
高云才）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
今年4—5月，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
了 2023 年第一次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畜
禽产品和水产品等4大类产品96个
品种130项参数7575个样品，总体
合格率为97.5%。

据介绍，今年第一次例行监测

共抽检了31个省份的108个大中城
市的 818 个蔬菜水果生产基地、
452 辆蔬菜和水果运输车、292 个
屠 宰 场 、 164 个 养 殖 场 、 616 辆

（个） 水产品运输车和暂养池、592
个农产品批发 （农贸） 市场。结果
显示，蔬菜、水果、畜禽产品和水
产品合格率分别为 97.3%、96.3%、
99.2%和94.7%。

本报北京7月 11日电 （记者
廖睿灵） 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
悉，受连续高温天气影响，全国多
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华南、华东
等省区最高负荷屡创新高，部分地
区电力供需形势严峻。10 日，国
家能源集团单日完成发电量40.9亿
千瓦时，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较前
一日增长 2.1 亿千瓦时，超历史峰
值0.4亿千瓦时。

国家能源集团有关负责人表
示，7月份以来，宁夏、江苏、浙江等
5家子分公司日发电量已连续多日

突破 2 亿千瓦时，16 家子分公司日
发电量突破 1 亿千瓦时，有力保障
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电需
求，有效支撑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今年以来，集团累计投产支撑
保障性煤电装机容量 313 万千瓦、
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552 万千瓦，
保供能力持续增强，完成机组等级
检修212台次，设备健康水平总体
稳定。目前，集团各发电企业电煤
库存充足、设备运行平稳，确保机
组应发尽发满发，为迎峰度夏电力
保供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北京7月 11日电 （记者
徐佩玉） 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2023 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显示，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5.73
万亿元，同比多增2.02万亿元。

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人民
币贷款余额230.58万亿元，同比增
长 11.3%，增速比上月末低 0.1 个
百分点，与上年同期持平。上半
年，我国住户贷款增加 2.8 万亿
元 ； 企 （事） 业 单 位 贷 款 增 加
12.81 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
加 9.71万亿元。6月当月，人民币

贷款增加 3.05 万亿元，同比多增
2296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6月末，我
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287.3万亿
元，同比增长 11.3%，增速分别比
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3个和0.1个
百 分 点 ； 狭 义 货 币 （M1） 余 额
69.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增
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1.6
个和2.7个百分点。

上半年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
20.1万亿元，同比多增1.3万亿元。其
中，住户存款增加11.91万亿元。

本报北京7月 11日电 （记者
廖睿灵） 记者 11 日从中国石化胜
利油田获悉，我国首条百万吨、百
公里高压常温密相二氧化碳输送管
道——“齐鲁石化—胜利油田百万
吨级 CCUS 项目”二氧化碳输送管
道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首次实现
二氧化碳长距离密相管输，对推动
我国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全产业链规模化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据悉，这条管道全长 109 千
米，每年可将170万吨齐鲁石化生
产捕集的二氧化碳输送到胜利油田
的地下油藏进行驱油封存，将为我
国大规模二氧化碳管道输送起到示

范引领作用。二氧化碳管道运输在
运输规模、成本和社会效益方面具
有明显优势，是实现陆上大规模、
长距离、低成本运输的首选。

自 2022 年 8 月宣布投产以来，
“齐鲁石化—胜利油田百万吨级
CCUS项目”主要采用槽车运输的
方式，将二氧化碳从齐鲁石化运输
到胜利油田。

“齐鲁石化—胜利油田百万吨
级CCUS项目”是我国最大的碳捕
集、利用与封存全产业链示范基
地，也是国内首个百万吨级CCUS
项目，覆盖石油地质储量 2500 余
万吨，预计 15 年累计注入二氧化
碳1000余万吨，增油近300万吨。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5.73万亿元

最长二氧化碳输送管道投运最长二氧化碳输送管道投运

国家能源集团单日发电量创新高

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总体合格率9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