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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化方式推动去库存

为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
房，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宣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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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3000 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
的利率为 1.75%，期限 1 年，可展期 4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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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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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
澜介绍，城市政府应综合考虑当地情

况自主决定是否参与。符合保障条件
的工薪群体可根据项目的区位、品质、
价格，自愿选择是否参与配售配租。
房企结合自身资金压力与收购价格谈
判情况等，自主决定是否出售商品房，
不能强买强卖。金融机构按照风险自
担、商业可持续原则，自主决定是否向
地方国企发放相关贷款。

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如何从机制上确保 3000 亿元保
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落地见效？

收购主体上，一个城市政府选定
不超过2家地方国有企业作为收购主
体，选择的国有企业及所属集团不得
为政府融资平台，且应符合商业银行
授信要求。

收购对象上，中国人民银行明确
严格限定为房企已建成未出售商品
房，对不同所有制房企一视同仁，要
求资产负债和法律关系清晰，严格把
握所收购商品房户型、面积标准。

收购用途上，收购的商品房定向
用于保障性住房，需符合国务院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规划建设保障
性住房的指导意见》要求。

资金用途上，地方国企获得的
贷款资金要单列账目、单独核算、专
款专用、封闭管理，房地产企业出售
所得资金先依法偿还本项目债务，
仍有结余的，可用于归还集团从本
市其他未建成项目抽调的预售资
金，或用于建设其在本市的未完工
项目。

如何确保以需定购？邹澜表示，

制定保障性住房收购和配售配租相
关管理办法时，要摸清需求，遵循以
需定购原则。要动态掌握保障性住
房需求底数，合理确定配售或租赁对
象、价格和分配计划等，在锁定需求
的前提下，科学确定可用作保障性住
房的商品房房源及收购价格。

优化金融支持

2023年 2月，中国人民银行设立
了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支持郑
州、重庆、天津、济南等 8个城市试点
市场化批量收购存量住房、扩大租
赁住房供给。

目前，相关试点已取得一定成
效——济南累计购置租赁项目53个，
房源3.05万套，商业银行发放贷款金
额 64.43 亿元；天津收购租赁住房项
目11个，涉及房屋2663套，发放专项
贷款36.9亿元；重庆于首批收购项目
签约仪式上签约项目 6个，涉及房屋
27.86万平方米……

邹澜表示，考虑到租赁住房贷款

支持计划与新设再贷款的支持领域
有较多交集，且将于 2024 年末到期，
为做好政策衔接，将把租赁住房贷款
支持计划并入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
策中管理。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
文件印发后，原来的租赁住房贷款支
持计划就不再实施，已发放贷款的利
率和期限保持不变，其1000亿元额度
包含在保障性住房再贷款 3000 亿元
额度之内，且 8个试点城市的政策与
全国政策保持一致。

今年6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明确提到，房地产业发展关系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经济运行和金
融稳定大局。业内人士分析，此次房
地产金融政策加力优化，将持续巩固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盘活存量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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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宣布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
房再贷款。6月12日，在中国人民银行举行的保障性
住房再贷款工作推进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表示：“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方
式加快推动存量商品房去库存，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
助力推进保交房工作及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本报北京6月14日电（记者廖睿灵） 在日前
举办的第二届电力市场发展论坛上，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国
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联合发布“2023年中国
绿色电力（绿证）消费 TOP100 企业名录”（以下简
称“TOP100企业”），涵盖能源、电信、石化等行业，
充分展示各行业企业在推动能源消费绿色转型方

面所做的突出贡献。
绿色电力（绿证）消费是指市场主体支付了环

境溢价后，以绿色电力证书为唯一凭证的绿色电力
消费形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前 5 月，中国绿色电力（绿证）交易量超
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327%。其中，绿电交易
电量1481亿千瓦时；绿证交易3907万张，对应电量

390.7 亿千瓦时。2023 年，全
国绿色电力（绿证）交易总量
突破1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81.4%，绿色电力消费规模实
现跨越式增长。北京电力交
易中心绿证交易平台全年单
日最大交易量为 568 万张，成

交金额超 1.1 亿元。“绿电绿证体现了绿色能源的
环境价值，有利于推进全社会树立绿色低碳消费
理念，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常务副理事长杨昆说。

据介绍，2023年TOP100企业名录依据真实可
信的绿色电力消费数据形成，统计口径全面，数据
完整，涵盖能源、电信、石化、钢铁、互联网科技、汽
车制造、生活服务等行业。记者梳理该名录发现，
位列去年绿证消费前三的企业分别为国家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鼓励市场主体消费绿证，有助于引导全社会主
动消费绿色电力、激发绿色消费活力。目前，全国
多地绿证消费呈现积极态势。在广西，自绿电交易
开市以来，已成交绿电电量累计达 100 亿千瓦时。
企业参与绿电交易、购买绿证的意愿强烈，截至今
年 5 月底，广西参与绿电交易的市场主体达 1590
户，比去年底增加了 970 户。在上海，今年以来当
地已达成绿电交易 40 亿千瓦时、绿证交易突破
1500万张，省间绿电绿证交易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在天津，国内首家省级绿电绿证服务中心日前正式
揭牌，该中心整合电网、发电、用户等内外部数据及
资源，将有效促进当地新能源产业发展和消纳利
用、满足用户使用绿色电力需求。

2023年全国绿证消费前100名企业名单发布

多 地 绿 证 消 费 活 跃

本报北京6月14日电（记者廖
睿灵） 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6
月 14 日，西气东输管道系统累计向
长三角地区输送天然气突破5000亿
立方米，折合替代标煤 6.45 亿吨，可
减少排放二氧化硫 1272 万吨、粉尘
3.62亿吨、二氧化碳7.31亿吨。

西气东输管道系统包含西气东
输一线、二线、三线，总里程超过 2
万公里。全国干线天然气管网的一
次入网量每年超过 2200 亿立方米，
西气东输管道系统输量约占 50%，
对于国产气资源开发、进口气入网
量增加和下游清洁能源利用具有重
要意义。

据介绍，西气东输管道系统途
经长三角地区 30 个地市，供气量
约占长三角地区天然气消费总量
的 3/4，超 2 亿人口从中受益。围绕
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
管网集团加速推进管网互联互通。
在江苏南通，中俄东线长江盾构穿
越工程已完成管道敷设，预计今年
底前全面贯通投产。与此同时，川
气东送二线、苏豫皖管道也在加紧
规划建设。

截至 2023 年底，国家管网集团
在长三角地区的在役油气管网里程
达 1.2万公里，管理运营全国主干油
气管网达10.43万公里。

西气东输管道系统

向长三角地区供气突破5000亿立方米

本报北京6月14日电（记者徐
佩玉） 记者14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
悉，首笔科技创新贷款近日已发放，
后续其他贷款将陆续投放。

为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加强对
初创期科技型企业融资支持，今年4
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科技部等部门
设立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再贷款，其中 1000 亿元额度专门用
于支持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
业首次贷款，激励金融机构更大力度
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与科技部依
托“创新积分制”评价，遴选了首批近

7000 家符合条件的企业，向 21 家全
国性银行推送。各银行快速响应，迅
速行动，首笔科技创新贷款近日已发
放，后续其他贷款将陆续投放。中国
人民银行与科技部正在组织开展第
二批32万余家科技型企业创新积分
评价，遴选企业名单推送给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继续加强
与科技部等部门的协同配合，优化创
新积分评价指标，强化政银企对接，
推动银行用好用足科技创新和技术
改造再贷款，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科
技创新领域，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提供有力金融支持。

科 技 创 新 再 贷 款 加 速 落 地
首批遴选近7000家符合条件的企业

本报北京6月14日电（记者汪
文正） 14 日，财政部首次发行 50 年
期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总额350亿
元，由承销团进行竞争性招标后确定
的票面利率为2.53%。

根据发行安排，本期国债将通
过财政部北京证券交易所政府债券

发行系统进行招标发行，为 50 年期
固定利率附息债。本息兑付日期方
面，从2024年6月15日开始计息，每
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利息支付日为
每年的 6 月 15 日、12 月 15 日，2074
年 6 月 15 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
次利息。

50 年 期 超 长 期 特 别 国 债 首 发

近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有机蔬菜进入采收期，菜农们忙着采收有
机蔬菜，供应市场。甘州区推动构建“百亿级”蔬菜产业体系，优质蔬菜种
植面积达 40多万亩，外销蔬菜超 150万吨，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蔬菜集散
中心，蔬菜产业成为当地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王 将摄（人民视觉）

河南省洛阳市嵩县车村镇积极发展槲叶加工产业，通过电商平台和网
络直播等渠道，让槲叶畅销国内市场的同时，远销日本、韩国、俄罗斯等海
外市场。图为近日，工人在车村镇一家槲叶加工厂内加工槲叶。

李卫超摄（人民视觉）

山西省运城市
大力发展新能源汽
车产业，不断推动生
产制造向智能化、绿
色化迈进，加快构建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 。
图为 6月13日，在运
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大运新能源汽车
生产基地，工人通过
总控台查看设备运
转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摄

江 苏 省 如 皋 市
城北街道充分发挥
千亩荷塘优势，打造

“一村一品”“一村一
景”农文旅融合田园
综 合 体 ，形 成 集 种
植、采摘、休闲、旅游
观光于一体的“荷塘
月色”观光园，助力
乡 村 旅 游 业 发 展 。
图为 6 月 13 日，游客
在城北街道平园池
村“荷塘月色”园内
赏荷。

吴树建摄
（人民视觉）

广东省深圳市持续推进城中村住房规模化品质化改造提升，打造了元
芬村等新型宜居人文社区。图为深圳市龙华区元芬村，改造后的青年公寓
外立面。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本报北京6月14日电（记者徐
佩玉） 14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
布数据显示，5 月中国汽车销量环
比、同比均实现小幅增长，新能源汽
车产销和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
势，中国品牌也继续保持良好表现。

5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37.2万
辆和241.7万辆，产量环比下降1.4%，
销量环比增长 2.5%，同比分别增长
1.7%和1.5%。1—5月，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1138.4万辆和1149.6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 6.5%和 8.3%，产销增速较
1—4月分别收窄1.3个和2个百分点。

5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4 万辆和 95.5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8.1%和12.4%，同比分别增长31.9%和
33.3%，市场占有率达到39.5%。1—5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392.6万
辆和389.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0.7%
和32.5%，市场占有率达到33.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目前，中
国汽车市场内需增长相对缓慢，行业
竞争进一步加剧，汽车行业总体运行
依然面临较大压力，需要相关利好政
策加快推动落实，持续提振发力，充分
释放消费潜力，保障行业稳定发展。

前5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增幅均超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