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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至 8.3%。

但 2022 年 的 拿 地 数 据 就 很

惨 ——2022 年 前 11 个 月，TOP100

房企拿地总额 11621 亿元，同比下

降 50.5%。

所以，“保交楼”在如今这个

节骨眼上，对于房企、购房者乃至

政府而言都显得非常重要。

政策密集救市

11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

晖表示：“今年以来，面对房地产市

场的调整下行，一些前期盲目扩张的

房企资金链比较紧张，部分地方出现

房屋交付困难的问题。各地区各部门

加大保交楼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稳

定发展，效果逐步显现。”

事实上，为了“保交楼”，政

府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而且

像连续剧一样每月有更新。

8 月 19 日，住建部、财政部、

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出台措施，完

善政策工具箱，通过政策性银行专

项借款方式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

宅项目建设交付。8 月 29 日，由央

行指导，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推出“保交

楼”专项借款，规模达到 2000 亿元，

前两年利率为 2.8%，这笔专项借款

封闭运行、专款专用，专项用于支

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加快建

设交付。8 月 31 日，国务院常务会

议提出，地方要“一城一策”用好

政策工具箱，灵活运用阶段性信贷

政策和保交楼专项借款。

9 月 22 日，国家开发银行向辽

宁沈阳支付全国首笔“保交楼”专

项借款，支持辽宁“保交楼”项目。

10 月 24 日，央行、外汇局表态，

加强部门协作，维护股市、债市、

楼市健康发展，更好满足居民的刚

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加大力度助

推“保交楼、稳民生”工作。

最有利的政策是在 11 月——央

行、银保监会及证监会等多部门，

从信贷、债券、股权三方面“三箭

齐发”全面支持房企融资，帮助优

质房企恢复经营“造血”功能，纾

困方向也从此前“保交楼”转换至“保

交楼与保企业并存”。

11 月 21 日，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联合召开全国性商业银行信贷工

作座谈会。其中，会议提出，用好

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第

二支箭”）支持民营房企发债融资。

两天后的 11 月 23 日，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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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围绕房地产融资、“保交楼”、

受困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等六个方

面，提出 16 条措施，这也被业内称

为“金融 16 条”。其中，在房地产

融资方面，《通知》提到，对国有、

民营等各类房地产企业一视同仁，

金融机构要合理区分项目子公司风

险与集团控股公司风险，在保证债

权安全、资金封闭运作的前提下，

按照市场化原则满足房地产项目合

理融资需求。

又过了 5 天，11 月 28 日晚，证

监会在房地产领域推出“第三支箭”，

对房企股权融资政策进行调整优化，

主要包括恢复涉房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及配套融资，恢复上市房企和涉

房上市公司再融资，调整完善房地

产企业境外市场上市政策 (H 股与

A 股政策保持一致 )，进一步发挥

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盘活

房企存量资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监管部门对于

恢复上市房企及涉房上市企业再融

资，明确提出要引导募集资金用于

政策支持的房地产业务，包括与“保

交楼、稳民生”相关的房地产项目，

经济适用房、棚户区改造或旧城改

造拆迁安置住房建设。

近期，包括六大行在内的 10 余

家银行已与 30 多家房企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截至 11 月 30 日已公布的

数据，银行给予房企意向性融资总

额已超过 2 万亿元。据悉，这些意

向性授信额度投向基本一致，涵盖

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

款、房地产项目并购融资、保函置

换预售监管资金、债券承销与投资、

供应链融资等业务，均为“金融16条”

的重点支持方向。

“保交楼”是房地产业健康发

展的重要基础，此次推出专项借款

政策，意味着各地问题项目将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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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交楼”是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此次推出专项

借款政策，意味着各地问题项目将进入规模化复工复产，全国“保
交楼”工作有望加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