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套房首付比例降到4成，利率降到4.8%，我

们两口子的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到了100万元，税

又退了4万元……”近期购买了一套120多平方米改

善性住房的南京市民赵先生，给记者细数享受的诸

多政策优惠。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从优

化限购限售政策到下调最低首付比例，从发放购房

补贴到强化公积金政策支持，从购房契税补贴到二

手房“带押过户”……房地产政策不断优化调整，有

力支持了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这在信贷数据上也有所体现：上半年，个人住房

贷款累计发放3.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发放超过

5100亿元；6月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4.11%，同比下

降0.51个百分点。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正从过去的高

速发展转向平稳发展。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提出，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

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

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

近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将进一步落实好

个人住房贷款“认房不用认贷”等政策措施；国家发

展改革委表示，要在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等方面加强政策储备。

“考虑到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深

刻变化，过去在市场长期过热阶段陆续出台的政策

存在边际优化空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邹澜说。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部署下半年工作时明确提

出，因城施策精准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继续引

导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下行，更好满足居

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指导商业银行依法有序

调整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从需求侧尽快采取切实措施，更好地满足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有助于稳住和提振居民住房消

费。”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相关部门提出

更加明确的要求，回应了市场呼声，传递出积极信号。

优化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

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158万人。各地工信部门落实落

细就业优先政策，积极推动各级企业主管部门，举办中小

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专场招聘会等，挖掘就业潜力，多措

并举搭平台、扩岗位、稳就业。

搭平台

今年3月，北京市专精特新企业专场招聘会上人头攒动。

一名北京工业大学机械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对一家机

器人公司颇有兴趣。据他介绍，刚开始找工作时没有明

晰的职业定位，是学校多次举办的招聘会让自己得以与

不同企业深入交流，明确了就业方向。

就业是民生之本。面对就业形势难点，各地积极搭

建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对接平台，力促毕业生与企业双向

奔赴。

也是在今年3月，湖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系列专场

招聘活动在湖南大学启动，33家专精特新企业与238名求

职者达成就业意向。同步开展网络招聘、直播带岗、职业

指导、人才培养研讨会等活动，其中线上直播观看量超

3.8万人次。

为延伸招聘活动服务半径，湖南省还积极利用线

上对接平台，组织线上招聘会，推动产业与人才对接

“空中服务”。湖南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将

在中国中小企业信息网百日招聘活动专区免费、随时

发布招聘求职信息，为中小企业和大学毕业生就业牵

线搭桥。

扩岗位

河北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郭效勤说，中小

企业在稳定和促进就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为进一步提

高中小企业与高校毕业生的对接成功率，河北省开展了

百日招聘直播带岗活动。启动当天，就有6所高校与26

家优质中小企业签订战略协议，以订单就业、校企合作等

方式为毕业生开拓岗位。

6月底，家住石家庄市桥西区的应届毕业生孙鸣扬在

直播带岗网上宣讲会上找到了一份网络工程师的岗位。

“招聘活动搬到了线上，面试、实习各项流程也都顺利推

进。”孙鸣扬说。

一些地区在强化岗位挖掘和供需匹配的同时，还持

续加大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企业扩岗支持，加快释

放政策红利。

吉林省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2023届及

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的企业，按照每招一

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北京市经信局

印发《关于实施十大强企行动激发专精特新企业活力的

若干措施》，涉及人才引进、住房补贴等多项政策保障，进

一步坚定专精特新企业及其优秀人才在京发展信心，提

升企业急需人才供给效率。

稳就业

日前，“中小企业，职等你来”2023年中小企业大型公

益招聘会在吉林省人才市场举行，230余家企业参会，提

供管理、技术岗位3200多个。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用人单位既有装备制造业、信

息与软件行业、科技企业，也有商贸零售和服务业企业。

求职者蒋博是一名往届大学毕业生，经过两次考研失利

后，准备先找一份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在现场，他

看中了一家食品公司的销售岗位，经过初步面谈，达成了

就业意向。

线上对接、入校招聘、访企拓岗、入企体验……今年

毕业季，一系列就业服务活动在中小企业和高校中火热

展开。各地工信部门、高校与企业共同发力，为青年打通

“就业最后一公里”。

为做好稳就业工作，一些地区还同步开展线上职业

指导、职业生涯规划指导等。在湖南大学举办的专场招

聘活动现场，湖南省职业指导专家团成员朱丽亚围绕“求

职规划与定位”进行了主题授课，在线帮助求职者明晰职

业路径、提高求职技能，直播间观看人数超4万人。

新华社记者 冯维健 谢樱 阳娜 李双溪

搭平台、扩岗位、稳就业——

多地工信部门积极推进毕业生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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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政策持续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持续调整优化，，释放出哪些信号释放出哪些信号？？
延长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指导银行调整存量个人住房贷款

利率、进一步落实“认房不用认贷”……近期相关部门频频发声，房地产政

策持续优化调整。这些新政释放了哪些信号？又将带来怎样影响？

部分地方“试水”推进政策落地

近期，调整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认房不用

认贷”、改善性住房换购税费减免等政策导向成为市

场关注焦点。在相关部门的鼓励和引导下，已有部

分地方和机构积极响应。

北京、深圳、广州、上海等一线城市先后发声，将

结合自身房地产实际情况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河南郑州、广西梧州等地优化住房套数认

定标准，江苏的镇江、扬州、苏州等多个城市出台购

房税收优惠政策……

购房者对房地产金融政策调整亦充满期待。上

海市浦东新区金桥区域一家美凯龙爱家门店的资深

经纪人告诉记者，近期来店里咨询政策的客户明显

增多，他们普遍对降低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的政策

特别关注。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认房不用

认贷”有利于激活房屋置换链条，活跃市场交易。

降低部分存量房贷利率则有助于减少居民扎堆提

前还款和违规“转贷”行为，提振居民扩大消费的意

愿和能力。

董希淼认为，针对存量房贷利率调整，央行近期

的表态从此前的“支持和鼓励”变为“指导”，这传递

出更加积极的信号，将有利于加速政策落地。

满足房企合理融资需求

巩固房地产市场企稳回升态势，不仅要提振居民住房消

费，还要满足房地产行业合理融资需求。

8月初的长沙，骄阳似火。记者在正荣滨江紫阙台楼盘

看到，工人们进进出出搬运建材，入户门、栏杆和门窗安装工

程正在收尾，小区内的园林景观工程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因现金流短缺，项目自2021年12月起几度停工。去年

底‘金融十六条’政策落地后，正荣地产在保交楼工作专班的

帮助下，获得了1.24亿元保交楼专项借款支持，快速实现了

项目复工，确保了交付进度。”项目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去年11月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的16条政策措施，保持房地产重点融资渠道稳定，有

力推动各地项目复工建设。今年上半年，开发贷款累计新增

4200多亿元，同比多增约2000亿元。

金融管理部门近期将“金融十六条”相关政策适用期限、

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实施期限延长，以此引导银行继续对房

地产企业存量融资展期，加大保交楼金融支持。日前，中国

人民银行召开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座谈会，多家房企主要

负责人被邀参会。会议强调，金融机构要满足民营房地产企

业合理融资需求。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随着一系列金融

支持政策的落地实施，优质房企现金流得到更强保障，保交

楼稳步推进，风险将趋于收敛。经过风险出清，行业将逐渐

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新华社记者 吴雨 郑钧天 邓华宁 柳王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