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31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逐步提高
预售门槛，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开展现房销售试点。

2月6日，在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安徽省住建厅相关负
责人透露，2023年安徽将因地制宜开展现房销售试点。

2月6日，四川省政府关于印发《聚焦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
转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开展商品房现售试
点，积极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2月7日，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明确，今年将进
一步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逐步提高预售门槛，以郑州、开封为试点，积
极探索预售制度改革和现房销售。

四省明确表态试点现房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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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
问：周二沪指高开，盘中窄幅震荡，收

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二缩量震荡，沪指创出年

内收盘新高，盘面上个股涨少跌多，贵金
属、中药板块表现较好，北上资金净买入
约6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23只，跌停
1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均收于5日、10
日均线之上，两市合计成交9140亿元环
比萎缩；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收于5小
时均线之上，60分钟MACD指标仍保持金叉
状态；从形态来看，尽管“阴阳相见K线”继
续，但市场仍保持着震荡向上的走势，沪
指作为当前最强的指数，日线MACD指标也
即将重新金叉，一旦此指标修复完成，后
市必将率先刷新年内新高，进而带动其他
股指走强，本周能否完成值得期待。期指
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减少，
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明显缩减。综合
来看，徘徊中震荡向上符合当前市场资金
面情况，后市期待更多资金面利好。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华创
阳安（600155）99万股、新希望（000876）38万
股、红宝丽（002165）145万股、越秀资本
（000987）88万股、好太太（603848）18万股、
曼卡龙（300945）12万股、丽人丽妆（605136）
18万股。资金余额2293959.74元，总净值
33553059.74元，盈利16676.53%。

周三操作计划：越秀资本、华创阳安、
丽人丽妆、好太太、曼卡龙、红宝丽、新希
望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自今年1月17日召开的全国住房
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提出“有条件的可
以进行现房销售”后，记者梳理发现，不
足一个月时间，已有山东、安徽、河南、四
川、广东等地明确表态，试点现房销售。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目前来看，实
行多年的商品房预售制度已出现政策
调整转折契机。长远来看，现房销售可
能会取代期房预售，但这种改变并非一
蹴而就，过快推进不利于行业平稳发
展，预计部分省市展开试点也是由点到
面逐步展开，再不断扩大覆盖面。

出于保交楼、增信心需要

“稳预期、防范风险、促进转型”是
住建部明确的2023年房地产工作重
点。并在促进转型方面进一步指出，

“有条件的可以进行现房销售，继续实
行预售的，必须把资金监管责任落到
位，防止资金抽逃，不能出现新的交楼
风险。”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丹表
示，2022年以来，楼市在供需两侧诸多
政策扶持下仍长期低迷，其中“烂尾楼”
风波蔓延，部分城市的项目出现“停工”
现象，对购房者置业情绪以及楼市信心
和预期均带来不利影响。正是出于保
交楼、增信心的需要，原有的商品房预
售制度迎来改革契机。

现房销售与商品房预售制采取不
同的销售方式。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
张波表示，由于现房销售可以实现所见
即所得，因此，相较于期房而言无疑更
受消费者青睐，在2022年的现房销售
规模及占比上已有所体现。

易居研究院提供的数据显示，
2022年，全国现房销售面积为1.6亿平
方米，同比下降2.3%。虽然现房销售
数据出现小幅降温，但若对比全国新建
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和全国期房销售面
积来说，其表现更佳。2022年全国新
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下滑26.8%，
全国期房销售面积同比下滑29.6%。
同时，从现房销售面积占比（现房销售
占比=年初累计现房销售面积/年初累
计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情况看，
2021年6月份这一指标为9.5%，随后
该指标总体处于攀升态势，到2021年
12月份为10.4%。到2022年12月份，
该指标已达13.9%。

在叶银丹看来，现房销售既能够保

护消费者的权益不受侵害，也能对房企
楼盘质量和交付行为等进行约束，有利
于“保交楼、稳民生”。特别是对于房地
产企业来说，现房销售制度有助于规范
其资金运用、项目运营、企业经营等方
面，防止产生资金断裂和风险蔓延。总
的来说，在当前楼市供需两侧支持鼓励
政策频出的基础上进一步试点现房销
售制度，将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推动
正在观望的购房者加快入市，以促进需
求回暖。

大规模推进尚需时日

现房销售并非首次出现。从省级
层面来看，早在2020年3月，海南印发
的《关于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城市主体责任制的通知》明确提出，新
出让土地建设的商品住房，实行现房销
售制度。从各城市来看，已有一些城市
在土地出让环节设置了现房销售条件。

比如，2018年福建出台的《关于加
强精准调控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通知》中
提到，福州、厦门两市试点在土地出让
中逐步提高商品房预售条件，直至现房
销售。而从2022年福州市永泰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发布的一则土地拍卖公
告来看，其决定于2022年8月5日公开
出让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就要求该宗
地按现房销售实施。这也是福州首宗
要求“现房销售”的涉宅土地。此外，包
括北京、重庆、石家庄等地也对土地出
让条件或商品房预售进行设置，涉及现
房销售。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总监

严跃进认为，近几年，关于现房销售的
模式探索，有各种试点和创新，但也形
成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是2021年上
半年之前，各地主要是在供地规则中明
确了现房销售的模式。其出发点是基
于“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工作目
标，通过设定现房销售模式，有效促进
房企理性拿地、促进地价平稳、助力高
品质住宅供应。二是2021年下半年
后，主要是从防范烂尾楼风险、防范房
企金融风险蔓延等角度出发。总的来
说，当前各地对于现房销售的改革节奏
正在提速，此举也有助于建立房地产新
发展模式。

虽然“即买即交付”的现房销售模
式对于保障购房者权益、降低房地产行
业风险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张波认
为，现房销售意味着必须要达到现房条
件后才能实现销售收入，提升了对于房
企资金方面的要求，无形中设立了一个

“高门槛”，将负债占比过高、财务稳健
度不佳的房企挡在门外。

叶银丹表示，短期来看，预计会有
更多城市甚至不排除省会城市也将加
入现房销售的试点，但全国大范围推广
的可能性相对不高，更多的城市仍将继
续采取预售制。除了现房销售试点规
模扩大外，为确保保交楼工作的顺利推
进以及从楼市预期稳定出发，预计商品
房预售资金监管政策将保持相对严格，
各地在“因城施策”的基础上，或灵活调
整预售资金监管和预售条件。预售门
槛也可能结合未来房地产企业资金链
修复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据证券日报

多省明确试点现房销售

新房“一手交钱一手交房”还有多远？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旭强）2月
14日，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
务局获悉，日前，2023年四川“便民办
税春风行动”已正式启动，这也是税务
部门连续十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

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将以
“办好惠民事·服务现代化”为主题。四
川税务部门聚焦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营商环境，将推出首批18条便
民办税缴费服务措施，主要围绕诉求响
应提质、政策落实提效、精细服务提档、
智能办税提速、精简流程提级、规范执
法提升6方面。

具体而言，在诉求响应提质方面，
组织开展纳税人缴费人需求大征集活
动，深入开展“税直达”试点，探索推出
精细化服务产品。

为提高税务政策落实质效，四川
税务部门将深化与科技等部门的数
据共享合作，针对涉及重点企业所得
税优惠政策的企业提供分类辅导服
务。聚焦群众切身涉税需求，进一步
拓宽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优先退税
人员范围。

着力提档升级精细服务，除了继续
深入开展“补链助企”活动外，四川税务
还将探索为自然人优先提供智能应答
服务，组织全省税务系统青年志愿者常
态化开展“可视答疑”直播。

在智能办税提速、精简流程提级、
规范执法提升三方面推出了诸如建立
健全全国统一税务可信身份账户体系，
丰富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等智慧智能
措施，以及开发上线个人养老金扣除填
报功能和优化企业所得税政策风险提

示服务等，以充分满足缴费人纳税人多
元化需求。

依据四川工作实际，税务部门还将
于今年推出大企业税收事前裁定服
务。四川省税务局大企业税收服务和
管理局局长蒲建春表示，今年，四川税
务启动探索大企业税收事前裁定，“点
对点”为省内大企业提供确定性政策服
务。此举能有效解决大企业在重组、破
产、并购等重大事项上的涉税难题，为
大企业消除潜在的税务风险，提高税法
遵从。

税务系统连续十年开展“便民办税
春风行动”，已累计推出54类 197项
523条创新服务措施，此次新行动新措
施的纵深推进，也将税费服务深层次地
推向更精细化、更智能化、更便捷化的
发展新阶段。

上市公司业绩预告
“变脸”频发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记者发稿，已
有近30家A股上市公司修正过预报的
2022年业绩，其中有十余家上市公司在
修正业绩后，出现业绩“变脸”情况。而

“变脸”原因不一，包括重大诉讼、经营突
发变故、计提大额减值等，还有公司修正
业绩是因为此前业绩预告不符合规定或
出现“乌龙”事件。业内专家建议，针对上
市公司业绩预告“变脸”等不准确行为，应
加强监管，并进行相应处置。

2月10日晚间，ST中捷发布2022年
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公告显示，在修正
后，ST中捷预计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出现亏损，预计亏损4
亿元至 4.2 亿元，同比减少 18.81%至
22.68%。而公司今年1月披露的业绩预
告中，预计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区间为盈利450万元至670
万元，公司业绩出现腰斩。

ST中捷并非首例。去年12月2日，
“果链”公司歌尔股份发布2022业绩修正
公告显示，经修正后，公司预计2022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由去年
10 月份预计的盈利 406096.79 万元至
470217.3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至
10%）变 为 盈 利 170988.12 万 元 至
213735.15万元（同比下降50%至60%）。
公司前后预告净利润变化幅度-63.64%
至-47.37%，业绩由预盈变为预减。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目前，A股市
场已有近30家公司修正了此前预报的业
绩，其中，包括ST中捷、歌尔股份在内，共
有十余家上市公司出现业绩预告“变脸”
情况。在这些修正2022年业绩预告的公
司中，仅有少数如奥普光电等几家公司上
调业绩预期，绝大多数均是对业绩预期进
行了下调。 据经济参考报

2023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启动

四川再推出18条便民服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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