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市公司去年实现
净利润4.3万亿元
截至4月末，沪市上市公司均完成

2023年年度报告披露。从整体看，2023
年，沪市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逾51.8万
亿元，实现净利润4.3万亿元。 据新华社

优化限购 以旧换新

多地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密集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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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6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的通知》，
从分区优化住房限购政策、调整企事业
单位购买商品住房政策、提升二手房交
易便利化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
策。

自4月底至5月初，北京、天津、上海
等多个热点城市落地房地产优化调整政
策，涉及优化住房限购、商品住房“以旧
换新”等，以进一步助推需求释放，促房
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优化住房限购政策

5月6日，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发布
《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的通知》。
根据通知，非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及成
年单身人士（含离异）限购1套住房，在盐
田区、宝安区（不含新安街道、西乡街
道）、龙岗区、龙华区、坪山区、光明区、大
鹏新区范围内购买住房，个人所得税、社
会保险的缴交年限要求由3年调整为1
年；在其他范围内购买住房，个人所得
税、社会保险的缴交年限要求仍为3年。

通知明确，有两个及以上未成年子
女的深圳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执行现有
住房限购政策的基础上，可在盐田区、宝
安区（不含新安街道、西乡街道）、龙岗
区、龙华区、坪山区、光明区、大鹏新区范
围内再购买1套住房。

而在此前，4月28日，成都宣布自4月
29日起，成都市全市范围内住房交易不
再审核购房资格。4月的最后一天，北
京、天津也宣布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引发
市场广泛关注。

具体而言，天津市明确本市户籍居
民在市内六区购买单套120平方米以上
新建商品住房的，不再核验购房资格；明
确北京市、河北省户籍居民和在北京市、
河北省就业人员在天津购买住房的，享
受本市户籍居民购房政策。

北京市则提出在执行现有住房限购
政策的基础上，允许在京拥有两套住房
的京籍居民家庭、在京拥有1套住房的京
籍单身人士、在京拥有1套住房且连续5
年在京缴纳社保或个税的非京籍居民家
庭和单身人士，在五环外新购买1套住
房。

“这是自2011年以来，北京首次对限

购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释放了积极信
号。北京近几年五环外新房成交套数占
全市比例均在八成左右，对五环外增加1
套购房指标，有望带动新房市场活跃度
提升。”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静
表示，2023年下半年以来，北京已经多次
优化楼市政策，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
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下，北京本次优
化限购政策落实因城施策、因区施策、精
准施策，是充分发挥调控自主权的重要
体现。

商品住房“以旧换新”

除了住房限购政策调整，商品住房

“以旧换新”也在更多一线城市落地。继
深圳4月下旬宣布鼓励商品住房“以旧换
新”之后，5月3日，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
会、上海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联合倡
议，在上海发起商品住房“以旧换新”活
动。

地方层面的房地产市场政策进入密
集优化调整期，包括调整优化住房公积
金举措、阶段性取消首套住房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住房“以旧换新”、
优化限购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
提出，要结合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新
变化、人民群众对优质住房的新期待，统
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
政策措施，抓紧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促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陈文静表示，会议为接下来的房地
产政策指明方向，预计核心城市限购限
贷等政策将进一步优化调整。另外，消
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具体政策
有望逐步落实，包括政府平台回购二手
房作为保租房、回购房企未售新房作为
保障房、盘活存量低效非住宅物业改为
保租房等。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
员李宇嘉也说，从“消化存量房产”来看，
在二手房去库存方面，建议将配售型保
障房筹集与二手房去库存结合起来，另
一方面是稳定预期，通过提高二手房流
通率来稳定价格。从“优化增量住房”来
看，全面推进二手房“以旧换新”，对开发
商来讲，要把品质好、性价比高的“好房
源”拿出来。 据新华社

强化退市监管 A股激浊扬清
今年以来已有24家公司“锁定”退市

随着2023年年报披露收官，又有多
家上市公司因财务不达标或被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等问题，拉响了退
市警报。截至4月30日，A股今年以来已
有24家公司“锁定”退市，其中，已有9家
公司完成退市，15家公司拉响退市警报。

专家表示，监管部门不断强化退市
监管，加大对“僵尸空壳”和“害群之马”
出清力度，激浊扬清的良性市场生态有
望形成。在设置更加严格的强制退市标
准、进一步拓宽多元退出渠道等制度预
期下，A股市场出清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促进形成进退有序、及时出清的格局。

形成多元化退市标准并重格局

今年以来，退市新规持续显效，A股
已有24家公司“锁定”退市，其中已有9
家公司完成退市，15家公司拉响退市警
报，形成交易类、财务类、重大违法类等
多元化退市标准并重格局。

随着2023年年报披露收官，一批触
及财务类退市指标的上市公司纷纷现
身。例如，因公司2023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ST园城、*ST同达4月30日分别收到拟
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先告知书。

“1元退市”彰显市场化“出清”力
量，成为A股上市公司常态化退出主渠
道。截至4月30日，今年以来已有10余
家公司“锁定”“1元退市”。其中，*ST华
仪、*ST柏龙、*ST泛海等公司已被终止
上市并摘牌。

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指标的案

例不断增多。继*ST新海成为2024年
首个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案例后，*ST博
天也因重大违法问题而强制退市，于4
月25日被终止上市暨摘牌。

市场生态持续优化

强化退市监管信号越发清晰，不少
绩差股正在被投资者“用脚投票”，市场
生态持续优化。

多只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绩差股
在发布2023年年报后股价明显下跌。截
至4月30日，Wind数据统计的ST板块指
数从年初至今已累计下跌32.43%。

“在A股退市常态化背景下，投资者
对公司的经营和财务状况给予更高关
注，降低对违法违规行为和财务风险的
容忍度。”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
鸣表示。

个别公司试图保壳、规避退市，也
受到相关部门的质疑和关注。“眼下，不
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的‘空壳僵尸’企业
正加速出清，以往‘养壳’‘炒壳’等市场
乱象得到有效遏制。投机者将逐渐失
去可乘之机，投资者也需切实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吕
成龙说。

此外，从一级市场的情况看，与IPO
审核相比，借壳上市审核更为严格，拟
上市公司通过借壳实现上市的动力不
足，壳资源价值降低。

退市力度进一步加大

“A股市场常态化退出、市场生态持

续优化得益于改革持续深化。”中国人
民大学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
军表示，自退市改革实施以来，上市公
司强制退市数量大幅增加。证监会4月
12日发布《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
见》，将进一步削减“壳”资源价值，强化
投资者保护，加大退市力度，促进形成
进退有序、及时出清的格局，提升市场
整体质量。

业内人士预期，退市标准将更严。
退市新规收紧财务类退市指标，拓宽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适用范围，新增三种规
范类退市情形，完善市值标准等交易类
退市指标。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司司长郭瑞
明表示，根据测算，沪深两市明年适用
组合财务指标触及退市的公司家数预
计在30家左右；明年可能触及该指标并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约100家，这
些公司还有超过一年半时间来改善经
营、提高质量，2025年底仍然未达标准，
才会退市。

炒“壳”将更难。退市新规明确，大
力削减“壳”资源价值，具体举措包括从
严打击“炒壳”背后的市场操纵、内幕交
易行为，维护交易秩序等。

在华泰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王
以看来，支持上市公司之间吸收合
并、加大对重组上市的监管力度、提
高现场检查覆盖面、打击“假重组实
炒壳”行为等“组合拳”，将多措并举
降低壳价值。

据新华社

1月10日，两位市民在上海彭浦新村地铁站出站天桥上观看一建设工地。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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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红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高位震荡，

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一喜提“开门红”，各股指

均明显上涨，深成指收涨2%表现最好，盘
面上近4400只个股上涨，化工原材料板
块表现抢眼，北上资金净买入约93亿
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88只，跌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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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5亿元环
比增加；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收于5
小时均线之上，60分钟MACD指标均保持
金叉状态；从形态来看，市场强势依旧，
各股指均收出一个未补跳空缺口，继沪
指之后，深成指也刷新了年内新高，由于
成交量重新放大，沪指短期目标将在
3219点。期指市场，各期指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增加，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
继续增加。综合来看，两市个股已有三
分之二转强，后市仍将延续升势。

资产：周一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华
创云信（600155）120万股、会稽山（601579）
65万股、卓胜微（300782）8.6万股、太极实业
（600667）120万股。资金余额9540850.75
元，总净值41402590.75元，盈利20601.3%。

周二操作计划：华创云信、卓胜微、
太极实业、会稽山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