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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4重
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高质量发展产业生态大会，将于10
月24日~27日在重庆（悦来）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大
会的主题为“生态全场景 行业嘉年华”。

此外，还有两场展览同地同期举办，分别是第九届中国
（重庆）国际火锅产业博览会和2024重庆道地优势药材交

易博览会。另外还有四场活动纳入行业嘉年华活动，包括
9~10月举办的第十六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第四
届中国重庆小面文化节、11月2日~4日举办的中国食品科
学技术学会第二十一届年会、11月22日~25日举办的第二
十届中国（重庆）国际秋季茶产业博览会。

本届大会的特点是市场主导、务实高效、高端汇聚、国

际视野。大会预计参会代表约3000人、逛展人次将超过
15万。大会内容丰富多样，包括7场重磅发布活动，3轮招
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7场行业峰会、11个区域公用品牌及
爆品发布、15场产业生态沙龙等，力求将大会办成一个金
点子汇集会、招商推介会、科技交流和产销对接会。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2024重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高质量发展产业生态大会将举行

10 月 17 日，国
新办发布会引起市场
高度关注。住房城乡
建设部、财政部、自然
资源部、中国人民银
行、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五部门有关负
责人齐亮相，推出增
量举措，落实存量政
策，打出一套组合拳，
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
回稳。

新举措将对房地
产市场产生哪些影
响？

“两个增加”：
聚焦堵点难点增量举措靶向发力

当日，五部门聚焦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堵点难点，分别介绍
了一系列有针对性、操作性强的举措，其中两个增量举措很是

“吸睛”。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说，将通过货币化安置等方式，

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根据统计，仅
在35个大城市，需要改造的城中村就有170万套；全国城市需
要改造的危旧房有50万套。

为什么选择货币化安置等方式？倪虹说，这不但有利于
群众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来选择合适的房子，减少或不用
在外过渡，能够直接搬入新居，还可以消除安全隐患，改善居
住环境，完善城市功能。

“货币化安置等方式还有助于消化存量商品房、主动调节
市场供求关系。”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璟说，
以户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计算，100万套城中村和危旧房改
造有望释放约1亿平方米的刚性购房需求。“100万套只是起
点，发布会释放了明确信号，可以在100万套基础上继续加大
支持力度。”

对于第二个增量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肖
远企说，进一步优化完善房地产“白名单”项目融资机制，商
品住房项目贷款全部纳入“白名单”管理，做到合格项目“应
进尽进”，已审贷款“应贷尽贷”，资金拨付“能早尽早”。预计
到2024年底“白名单”项目贷款审批通过金额将翻倍，超过4
万亿元。

“这意味着，不仅要扩大‘白名单’覆盖范围，还要彻底打
通从‘白名单’到‘融资落地’的堵点。”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
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说，这一举措有助于缓解
房企资金链紧张压力，使保交房有坚实保障，从而提振市场
信心。

“四个取消”“四个降低”：
提振信心 存量政策积极落地

对于存量政策，倪虹总结了“四个取消”和“四个降低”。
“四个取消”——包括取消或调减限购、取消限售、取消限

价、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
“四个降低”——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降低住房贷

款的首付比例、降低存量房贷利率、降低“卖旧买新”换购住房
的税费负担。

“这些举措有利于降低购房成本、提振购房需求。从目前
的市场反馈来看，已经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也将为后续政策
提供清晰的路径。”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
长虞晓芬说。

这些政策发布以来，各地迅速行动。随着10月16日天津
宣布取消住房限购政策，目前全国范围内仍有限购措施的城
市已为数不多，仅剩北京、上海、深圳以及海南部分城市，这些
地方近期也都调减了限购措施。

此次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一口气介绍了
此前五项房地产金融举措的推进情况：

大部分存量房贷利率将在10月25日完成批量调整；绝大
多数城市首套、二套住房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15%；两项房地
产金融政策延期到2026年底；优化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政策后
已有银行做了申报；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支持收购房企存量
土地的政策……

“近期人民银行还出台了降准、降息等一揽子金融政策，

这些政策跟上述房地产金融政策一起，对提振信心、稳定预期
将持续产生积极作用。”陶玲说。

记者还从发布会上了解到，目前各地有力推进保交房，已
交付246万套，成效明显。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一项一项抓落实的
背后，是回应群众关切。前期政策效果逐步显现，房地产市场
已出现积极变化：多地看房量、到访量明显上升，销售量有不
同程度增长；居民房贷利率大幅下降，提前偿还房贷的现象有
所减少。

“中国的房地产在系列政策作用下，经过三年的调整，市
场已经开始筑底。”倪虹说。

狠抓落实：
为长期高质量发展蓄力

党中央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倪虹表示，
接下来，要同心协力，把组合拳打好，狠抓落实，让政策效果充
分显现，让人民群众能够享受政策红利。

专家表示，此轮政策调整，不仅旨在提振楼市，也为长期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蓄力。

一系列政策还在持续推出。针对已宣布的允许专项债券
用于土地储备政策，相关部门已指导地方规范程序、明确标
准，重点围绕“怎么收”来推动落实。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刘国洪说，自然资源部正积极配合财
政部，推动利用专项债券支持地方政府以土地收储盘活存量
闲置土地，同时配合相关部门，研究设立收购存量土地专项借
款、商业贷款等支持政策。

通过收回收购土地盘活存量，一方面可减少市场存量土
地规模，更好发挥土地储备“蓄水池”和投放调节的功能；另一
方面，可增加资金流动性，有利于房企集中资金用于保交房；
此外，收储后形成“净地”“优地”，有利于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
板改善环境，满足居住需要，腾出空间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对于与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相衔接的政策，
财政部部长助理宋其超说，财政部正在抓紧研究明确相关税
收政策，主要包括增值税和土地增值税。这些政策统筹把握
相关城市房地产调控的节奏和地方财政收入形势，作出科学
合理的安排；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公
平性；有效降低房地产企业和购房人负担。财政部表示，具体
政策正在抓紧履行相关程序。

我国住房发展已进入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的新阶
段，人民群众对住房的功能、质量有新期待。

倪虹说，推动“好房子”建设，主要是抓样板、立标准、建体
系、强科技，推动建设不同面积、不同价位的“好房子”。各地
首先要把保障性住房建设成“好房子”，还要结合城市更新把
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 据新华社

10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