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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强化个人住房信贷管理
严查消费贷、经营贷等资金违规流入楼市

本报记者 杨硕

近来，全国多地关于银行“房贷
停贷”传闻刷屏，引发买房人关注。记
者采访了解到，目前部分地区出现银
行房贷放款周期拉长、利率上调的现
象，但是大面积的停贷并不存在。

分析人士认为，坚持“房住不
炒”定位，银行在“房贷红线”约束和
监管政策趋严背景下，对住房贷款
资格审核将更为严格，2021 年个人
房贷总体趋势偏紧，居民购房杠杆
率或将稳中趋降。

与此同时，上海银保监局和北
京银保监局接连发文，进一步加强
个人住房信贷管理，严查消费贷、经
营贷等个人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
产市场。

    今年以来， 中国股市
与美国股市散户的一些变
化，很有意思。

中国股市中， 最火的
是基金，1 月份基金发行
规模高达 4901.4 亿元，

为历史第二高。其中，1月
份成立的 122只基金中，

有 105只权益型基金（32

只股票型基金和 73 只混
合型基金）， 发行规模为
4502.76亿元，是权益类
基金单月发行规模的最高
水平。 就是说，今年 1 月
份是历史上单月股票基金
发行量最多的一个月。 基
金的火爆仍在持续， 到 2

月 3日，今年基金发行规
模已达 5332.79亿元。

一年来基金规模快速
增长， 意味着散户正在向
机构“投降”，越来越多的
散户退出股市转而购买基
金， 基金等机构在股市中
越来越有“话语权”。

美国股市中，1 月份
上演了一出散户大战华尔街的大
戏。游戏驿站（GME）被美国大量机构
做空，空头净额一度达到 140%。 一
群聚焦在美国论坛 reddit 网站的
散户， 鼓励大家买入游戏驿站的股
票和期权，以对抗华尔街空头。 奇迹
真的发生了，大量散户买入后，上周
游戏驿站股价暴涨 4 倍， 最高上冲
到 483美元，1月底报收 325美元。

这样，一批做空机构被打爆，预计做
空损失超过百亿美元。 对冲基金梅
尔文资本遭遇重大损失后， 向 2 家
顶级对冲基金求助， 获得 27.5 亿
美元的输血， 但这些钱最终都打了
水漂。 空头大鳄香橼宣布投降：停止
做空研究。

虽然做空机构被打爆，但很难说
这场大战谁是最后的赢家。本周游戏
驿站股价大幅波动，到本周三股价又
跌破 100美元， 一些散户也蒙受较
大损失。

做空机构显然轻视了散户的力
量，把散户作为“韭菜”有点想当然
了。 但是，这次事件不会改变机构主
导市场的格局，美国市场上不太可能
出现大量的散户。 中国股市中，基金
规模继续增长是一个必然趋势。

机构和散户似乎是敌对的。早期
A 股市场有些庄家就是希望散户高
位接盘，从而收割“韭菜”。但是，大部
分庄家最终还是倒掉了，最典型的是
德隆，几个股票完全控盘后没有散户
接盘，资金链断裂后最终跳水。

其实， 机构和散户不是敌人，而
且，可以共赢。 股价最主要的支撑是
业绩，如果一家绩优公司业绩持续增
长，那么，股价就会持续上涨。这种上
涨并非炒作， 而是公司带来的回报。

当然，如果股价涨幅过大，大大超过
公司业绩增速，那么，下跌是难免的。

只要我们理性投资、价值投资，无论
机构还是散户，都可以是赢家。

当然，研究公司是技术活，没有
专业知识很难。 如果不能找到优秀
公司， 也不能伴随公司成长获得长
期良好回报，那么，散户买基金还是
对的。

多家银行表示并未“停贷”

近期，房贷发放是否收紧成为市场关
注焦点。有市场消息称，长三角银行总行

及分支机构中，多数银行 1月额度吃紧，
其中建行上海分行被传已出现了 1月额

度用完，只能停贷的现象。
对此，建行上海分行相关人士回复称，

停贷现象并没有发生。“1月 21日，上海市

住建委、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等八部门联合
出台《关于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的意见》。《意见》出台后，我行认真组
织学习落实意见要求，带头严格执行差别

化住房信贷政策。年初以来，在继续用好信
贷资源配置的机制下，合理把握个人住房

贷款投放节奏，按照落实放款条件的时间
先后顺序，有序、平稳地组织投放。”建设银

行上海分行方面对记者表示，该行个人住
房贷款发放和回收基本正常，不存在所谓

的停贷、暂停中介收单等情况。
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该行在住房贷
款方面一直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秉持

严格的审查标准，对收入、套数、首付等进
行认真审查，按照总行的房款计划逐月投

放贷款。“目前我行是按序、有序地投放
个人住房贷款规模，整体发放规模与去年

同期基本持平。价格方面，我行首套房贷
款利率按照‘LPR公布价’执行，二套房按

LPR基准上浮 60bp。”
“真实市场情况不是传闻那个样子

的，个别案例并不能代表行业内普遍

现象，此次传闻中的事或系某单个银

行额度调整所致。”上海某银行工作人

员向记者坦言，从往年来看，每次临近年
关，金融机构都会阶段性地暂停或收紧

贷款尤其是房贷业务，多是“惯常现象”，
也符合相应预期。

对此，也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临近
年底，在 MPA（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流动

性覆盖率等指标考核压力下，银行

不得不提高备付水平；另外，同样

的时间段，银行揽储吸存竞争激
烈、同业拆借利率攀升，会抬高资

金成本，加上要回笼资金，都会使得
个人按揭贷款年底额度批放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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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住房贷款资格审核
与此同时，监管政策趋严背景下，对

住房贷款资格审核更为严格，也是贷款额

度批放时间延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近期，上海银保监局印发《上海银保

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个人住房信贷管理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商业银行对 2020年

6月份以来发放的消费类贷款、经营性贷

款以及个人住房贷款进行全面自查，并于
2021 年 2 月 28 日前向上海银保监局报

送自查和整改报告。《通知》要求强化首付
款资金真实性审查要求，防止借款人通过

消费类贷款、经营性贷款等渠道违规获取
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款资金，或者通过伪造

首付款支付凭证方式套取银行贷款。
随后，北京银保监局发布消息称，已

注意到近期出现的“部分购房者为填补房
屋交易资金缺口或进行套利，挪用消费

贷、经营贷资金作为购房款或‘过桥’资
金”等相关舆情，要求各行对 2020年下半

年以来新发放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个人经
营性贷款合规性开展全面自查。

北京银保监局还称，已会同人民银行
营业管理部、北京市住建委等部门组建联

合工作组，将于近日赴银行机构开展专项
核查。另外，将结合银行自查及监管核查

情况，指导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积极行动，
对个人和中介的不当和违规行为启动联

合惩戒机制。

业界人士指出，从京沪两地最新宣布
的举措来看，消费贷、经营贷成为监管力

度重点加强的领域，这也是对近日出现的
“部分购房者为填补房屋交易资金缺口或
进行套利，挪用消费贷、经营贷资金作

为购房款

或‘过桥’
资金”等舆

情的回应。

2222222222222222222     从源头打击炒房苗头
“结合此前上海发布的房贷新政，可

以认为，近期房地产调控里面，很重要的

一个工作就是严查违规资金流入房地产
的现象。这也意味着银行系统和房管系

统的组合拳将更有力出击，有助于稳定
房贷市场。”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表示，从资金进入的角度看，各

类消费贷和经营性贷款的流入会面临管
控。从资金的流出和使用的角度看，明确

对“无用途、虚假用途、用途存疑”的贷款
进行管控，防范此类用途不清晰的贷款

流动。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此次上海出台信贷
监管政策，一方面能为楼市调控提供较

为重要的援助力，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此
次上海楼市调控正在明显增加力度。“过

去，国内房地产按揭贷款主要看购房者
提供的收入证明，但坦白讲，收入证明造

假一直都如顽疾般存在，信贷管控也很
难做到真正且完完全全地严格。”张大伟

认为，如果此次上海在个人住房信贷方
面能真正严查，预计房地产市场将很快

降温。所以，银行对此政策的落地执行情
况如何，对于后续的上海房地产市场走

势来说，将有重要影响力。“银行通过强
化对个人住房贷款的审批，一方面可以

从源头打击炒房苗头，封堵非理性购房
行为，另一方面，对稳房价也将在侧面起

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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