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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闻·关注 A23usinessB
政策、资金双“利好”地产股暴涨
本周涨幅已达9.61%；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带来限购松动预期，存准率下降缓解资金“旱情”

本报讯 （记者吴敏）随
着政策面、资金面“好消息”
不断，地产股本周涨幅已达
9.61%。昨日，沪深A股周五
再度收升，地产股也再度成
为领涨的主力。在周五收盘
后，本周沪指累计涨幅达
3.5%，连续第六周收阳。

市场憧憬地产放松

昨日A股放量上涨。沪
指报2410.88点，上涨1.25%，
收盘点位创下 2011 年 11 月
17 日以来的新高位；从成交
量 看 ，沪 市 A 股 昨 日 成 交
1212 亿元，也为去年 11 月份
以来新高。

地产股昨日仍是市场上
涨的最大推动力。从指数
看，深市地产指数昨日暴涨
了 5.15%，沪市地产指数上
涨了 3.89%。中华企业、上
实发展、万通、鲁商置业、浙
江广夏等个股涨停。

投资者对于地产调控松
动的预期是地产股大幅反弹
的主要原因。昨日中国政府
网发布消息显示，国务院办

公厅发文要求今后就业、义
务教育等不与户口性质挂
钩，投资者预期户籍的放松
导致限购失效，将进一步推
动地产的发展。

在地方层面，在地产政
策上的博弈正在展开。今年
以来，最早推出鼓励购房的
芜湖地产新政昙花一现，随
后被中止；此后传上海放开
三年居住证持有者购二套
房，随后得到澄清是一贯政
策。此外象山等地也陆续传
出限购政策微调。

昨日存款准备金率正式
下调，市场利率应声下降，资
金紧张局面略有缓解。

此外，近期包括国土部、
发改委、财政部等与保障房
建设相关的部委，纷纷出台
针对保障房建设政策。

放松预期推动六连阳

从周涨幅看，沪指本周
累计上涨了 3.5%，连续第六
周上涨。最近六周的涨幅达
到 11.4%，今年以来则累计
上涨了 9.6%,一改 2011 年以

来的颓势。
从本周看，地产是涨幅

最大的行业，全周的涨幅达
到 9.61%；而从今年以来看，
深 市 地 产 指 数 上 涨 了
21.55%，沪市地产指数上涨
了17.6%。

光大保德信基金人士指
出，房贷政策也有变化，地产
等早周期行业值得关注。

但与此同时，宏观经济
数据并未显示实体经济有明
显好转，政策层面也没有实
质利好出台。上市公司盈利
数据也未见乐观。

摩根大通中国区全球市
场主席李晶指出，以在上海、
深圳上市的 1534 只股票的
2011 年盈利预测公告为样
本进行分析。在这一样本
中，892 家公司（占总数的
58.1%）的年盈利预期较2010
年出现增长。但从已公布第
四季度财报的公司来看，仅
44.4%的公司在 2011 年第四
季度取得按季增长，这一情
况逊于 2010 年，但好于 2008
年；在 2010年第四季度，60%
的公司录得按季正增长。

昨日地产股大涨引发
业内热议。有分析认为，昨
日地产股涨停的十余只股
票如泛海建设、天房发展等
多为专注二三线城市的二
线房企股票，而非“万保招
金”等龙头房企，这或许与
近期二三线城市屡传“松绑
楼市调控”有关。

亚豪机构副总经理任
启鑫表示，近期多个城市传
出放松限购的口风，如果国

务院此次推行的“放开户
籍”能够与“放开限购”挂
钩，可能为一些中小城市解
决 目 前 楼 市 限 购 政 策 的

“户籍门槛”提供了契机，
并为今后的政策微调与放
开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法规
依据。

东兴证券分析师郑闵
钢指出，近期多数城市发
布各种政策以刺激当地的
房地产市场，尽管有的政

策被叫停，但可以看出地
方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的
依 赖 和 政 策 放 松 的 迫 切
愿望。

在一片乐观情绪中，也
有不同看法。莫尼塔研究
机构分析师施琪认为，中央
政府对于地产调控的决心
很大。他认为“合理房价目
标”或意味一线城市房价须
再调整15%。

本报记者 自曾晖

■ 分析

屡传政策松绑 二三线房企被看好

本报讯 （记者李蕾 蒋
彦鑫）目前正在上海试点的
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将推广
至全国。财政部税政司副司
长郑建新昨日接受中国政府
网访谈时透露，目前，北京等
地区也上报了参加试点的申
请，相关部门将密切跟踪上
海市试点运行情况，总结试
点经验，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争取在“十二五”期间将改革
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

或可减税700亿元

此前，对货物和劳务分
别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在
这种税制结构下增值税纳税
人外购劳务所负担的营业
税、营业税纳税人外购货物
所负担的增值税，均不能抵
扣，重复征税问题未能完全

消除。
社科院财贸所税收室主

任张斌表示，营业税改增值
税从整体上来看，能够降低
企业负担。

据此前中金公司估算，
如果试点扩大到全国，试点
行业的税负可能减少约 470
亿—700亿元。

财政扶持税负增加企业

中金指出，按目前的增值
税条例，小规模纳税人如果不
愿承担较高的会计成本，可选
择按照营业额的3%缴纳增值
税，但不得进行增值税抵扣；
因此，没有完整会计账册的
小微企业无法享受增值税抵
扣带来的税负减轻。

有信息显示，一些企业
在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过

程中，由于制度和自身业务
等因素反而增加了税负。

郑建新表示，从制度层
面讲，由于试点仅在部分地
区的部分行业开展，试点企
业外购的货物和劳务中还有
部分不能进行抵扣，所以试
点初期个别企业可能会因抵
扣不完全，造成企业税收负
担短期内会有所增加；从企
业层面讲，因为企业成本结
构、发展时期、经营策略不同
等原因，在改革初期，个别企
业税收负担也可能会有一定
增加。

针对改革试点初期个别
企业税收负担增加的问题，
郑建新透露，上海市相应制
定了过渡性的财政扶持政
策，专门设立了专项资金，对
税收负担增加的企业给予财
政扶持。

未来将简并税率档次
根据试点方案，在现

行增值税 17%和 13%两档
税 率 的 基 础 上 ，新 增 设
11%和6%两档低税率。

郑建新指出，改革试

点将我国增值税税率档次
由目前的两档调整为四
档，是一种必要的过渡性
安排。今后将根据改革的
需要，适时简并税率档次。

张斌表示，税率档次
越少越清晰，一般来说，增
值税采用单一税率是最好
的，但是应当考虑服务业
的特性。

■

相
关

本报讯 （记者苏曼丽）
随着存款准备金率正式下
调，昨天银行间市场拆借利
率应声全线下跌。短期利率
下跌幅度远远高于长期利
率。下跌最多的 7天期和 14
天期拆借利率均超过百点，
分别下跌了 100.33 基点和
184.82基点。

质押式回购市场上，7

天质押式回购利率大幅下跌
140 个基点，重新回到 5%以
下，目前仅有4.4%。

此前央行在 2011 年 11
月曾宣布降低存准率，随后
是市场预期当年会再次降
低，但央行迟至本周开始真
正降低存准率。但在春节
前曾向公开市场大幅注入
流动性。

但目前银行对资金的需
求仍然较强，政策的基调仍
未变化。

数名基金经理指出，很
难判断流动性从此转向宽
松。博时基金宏观策略部总
经理魏凤春指出，央行下调
存准率，目前看来仅是技术
性的缓解流动性紧张的概率
居大。

市场利率应声下降

■ 资金面

名称 最新价 涨跌额 涨跌幅 成交量（手） 成交额（万元）
泛海建设 5.01 +0.46 +10.110% 858560 41767.22
银基发展 3.05 +0.28 +10.108% 423574 12699.64
中华企业 5.45 +0.50 +10.101% 921229 48136.00
荣安地产 7.76 +0.71 +10.071% 301415 22815.05
上实发展 6.56 +0.60 +10.067% 318265 20383.66
宝安地产 4.49 +0.41 +10.049% 250039 10937.42
深物业A 7.78 +0.71 +10.042% 183719 13836.39
深深房Ａ 4.18 +0.38 +10.000% 303294 12439.65
渝开发 5.84 +0.53 +9.981% 211534 12149.51
嘉凯城 5.07 +0.46 +9.978% 200156 9787.13
中粮地产 4.74 +0.43 +9.977% 351410 16193.74
万通地产 3.97 +0.36 +9.972% 323038 12484.62
鲁商置业 6.30 +0.57 +9.948% 288059 17669.83
顺发恒业 5.42 +0.49 +9.939% 248549 13144.01
浙江广厦 4.11 +0.37 +9.893% 322252 12988.08

营业税改增值税将推广至全国
北京已申请参加试点，试点范围将逐步扩大；增值税税率档次未来将适时简并

数据来源：财政部2011年国内增值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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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地产股涨幅前15只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