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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周玮 徐壮

旅游业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全国旅游发展大会 5 月 17 日在京召开，

这次会议是党中央首次以旅游发展为主题

召开的重要会议。

选择此时召开这一会议别有深意。

看过去，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旅游业从小

到大、由弱渐强，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

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

福产业。

品今朝，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大国内旅游

市场，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

地。从进“淄”赶“烤”的盛况，到“尔滨”冰雪

的奇缘，再到天水麻辣烫的滚烫……人们用

动感的身影证明：旅游已是小康社会人民美

好生活的重要内容。

全国旅游发展大会的召开，指引我国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描绘出“诗和远方”的壮美

前景。

这是旅游为民的使命——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以观光为主的旅游已不能满足人们

的需求。

目 前 ，我 国 共 有 A 级 旅 游 景 区 1.57 万

家，其中 5A 级景区 339 家；共有国家级、省级

旅游度假区 854 个。旅游景区数量不断增

加，类型更加多元，市场规模增长，成为我国

旅游发展的“基本盘”。

未来，只有坚持旅游为民，用心用情用力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文旅产品、更优的旅行

环境、更好的旅游服务，才能更好满足广大游

客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旅游需求。

这是旅游富民的机遇——

全国 A 级旅游景区带动就业总数超过

1000 万人、2.26 万个扶贫重点村发展乡村旅

游、红色旅游赋能革命老区发展……打造人

气“火爆点”、拉升消费“热力值”，旅游业已

成为“一业兴、百业旺”的真实写照。

发挥强大的综合带动作用，旅游大有可

为：它可融入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国家

战略，也可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

起、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基础设施

建设、消费品以旧换新等，背后也有旅游的

身影。

这是融合发展的启示——

从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到文化遗产旅游、研学

旅游等融合业态提质升级，再到博物馆热

“热度空前”、文创产品出圈走俏，近年

来文旅融出新天地。

加快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是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的应有之义。只有以文

化为魂，深入挖掘文化

特色，旅游发展才能提

升品位、丰富内涵，更

加引人入胜。

新时代新征程，旅游发展面临新机

遇新挑战。全国旅游发展大会擘画了着

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

国的宏伟目标。

从哪着手，如何破题？与会者纷纷“解

题支招”——

科技来武装。江苏无锡拈花湾推出“梦

回唐樱”元宇宙体验项目，山东曲阜尼山圣境

景区通过光影技术大力发展沉浸式夜游……

旅游发 展 要 完 整 准 确 全 面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 ，就 需 通 过 科 技 创 新 加 速 培 育 发 展 新质

生产力。

文化强根基。浙江实施文化基因激活工

程擦亮良渚、西湖、大运河等文化标识，湖南

打造湘瓷、湘绣、湘茶等“湘”字号品牌……厚

重文化令旅游更加“有滋有味”。不断增强

文化认同、激扬文化自信、涵养家国情怀，

人们对大好河山的热爱将化作旅游不绝的

动力。

世界作舞台。旅游是促进文明互鉴、

展示中国形象的美丽窗口。旅游强国，

必然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强大国际竞

争能力。只有面向世界、扩大开放，我

们才能在交流互鉴中发展旅游，广交

朋友。

目标已定，未来可期。

有 党 中 央 高 度 重 视 ，有

人 民 群 众 积 极 支 持 ，有 老

祖 宗 和 大 自 然 留 给 我 们

的丰厚资源，旅游强国

渐行渐近。

（新华社北京

5月 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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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新一轮支持房地产的金融举措

出炉：明确取消全国层面房贷利率政策下

限、下调房贷首付款比例和公积金贷款利

率、拟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此时挥

出房地产金融政策组合拳出于哪些考量？

政策“工具箱”上新又将带来哪些影响？

降低居民购房门槛 提振住房消费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17日

联合发布通知，首套和二套房贷最低首付款比例

分别降至不低于 15％和不低于 25％。中国人民

银行还宣布，取消全国层面首套和二套房贷利率

政策下限，并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从首付款比例、房贷利率两个方面对住房

金融政策进行调整，可适当降低居民住房消费

门槛，同时减轻居民住房消费负担。”上海金融

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介绍，调整后，首套房首

付款比例已达历史最低水平，二套房首付款比

例也创下近年新低。

在业内人士看来，取消全国层面房贷利率

政策下限，下调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0.25

个百分点，将推动住房贷款利率继续降低。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落地

以来，越来越多城市因城施策，下调或取消首套

房贷利率下限。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 4 月末，

全国 343 个城市中已有 67 个取消了首套房贷利

率下限。目前，除北上广深等少数一线城市外，

大部分城市房贷利率下限已降至全国统一水平。

业内人士预计，此次政策调整后，将有更多城

市取消房贷利率下限，个别保留当地下限的热点

城市自主定价空间也会明显扩大。政策落地后，

大多数城市房贷利率可能下降 0.3 个至 0.4 个百

分点。按照 100 万元贷款、30 年期限、等额本息

还款方式测算，总利息支出可减少7万余元。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此次住房金融

政策调整力度较大，超出预期，传递出稳定房地

产市场的明确信号，有助于稳定住房消费信心，

提高居民住房消费的意愿和能力。

政策“工具箱”上新 支持盘活存量住房

盘活存量住房是化解房地产风险的关键。

此次中国人民银行拟设立保障性住房再贷款，

引起市场高度关注。

据介绍，拟设立的保障性住房再贷款，规模

3000 亿 元 ，利 率 1.75％ ，期 限 1 年 ，可 展 期 4

次。发放对象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

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

等 21 家全国性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介绍，设立保障性

住房再贷款，可鼓励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

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

性住房。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贷款本金的 60％发

放再贷款，预计带动银行贷款 5000亿元。

董希淼表示，中国人民银行按照贷款本金

60％发放再贷款，而且再贷款资金是要偿还的，

不是对企业的补贴，不等同于政府下场“无偿救

助”。金融机构根据地方国企申请，自主决策发

放贷款的条件，有了合格贷款后才能向中国人

民银行申请再贷款。

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明确提出，保障

性住房再贷款不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地方

国有企业由城市政府选定，被选定的地方国企

及所属集团不得为政府融资平台，收购资金通

过租赁经营收入和未来售房收入回收。

记者前期调研了解到，郑州、南京、珠海等

地国企已先行先试，通过直接收购、以旧换新等

方式参与存量住房去库存，目前各地公布的计

划收购住房已经超过 1 万套。

陶玲说，这项政策可以推动商品房市场去库

存，加快保障性住房供给，助力推进保交楼工作和

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落地。在再贷款政策支

持下，房地产企业出售已建成商品房后，回笼资金

可用于在建项目续建，改善房企的资金状况。

政策稳步衔接 推动房地产向新模式转变

从建立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

制，到降低存量首套房贷利率，再到推出新一轮

房地产金融政策组合拳……随着我国房地产市

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金融举措也不断适

应形势需求调整优化。

在业内人士看来，房地产金融政策一脉相

承，新旧政策衔接稳步有序，一方面持续加大支

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力度，另一方面防范

房地产风险外溢。

“这一轮政策调整力度较大，但没有改变一

贯的政策取向。”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

彬认为，尽管房贷利率限制基本放开，但首套和

二套房首付比例仍有一定区分度，首套房明显

更低。另外，按照因城施策原则，预计个别热点

城市暂时还将保留房贷利率下限。这些有助于

平衡好房地产市场的当前稳定与长期发展，避

免重走“靠房地产拉动经济”的老路。

4 月 30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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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表示，此次优化调整房贷政策，是对中央

政治局会议相关部署的贯彻落实和积极响应。中

国人民银行选择此时发布相关政策，也有支持信

贷平稳增长方面的考虑。未来房贷仍是银行的优

质资产，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贷款利率下降减少

的利息收入，有利于稳定银行净息差。

曾刚认为，此次政策优化调整的过程中，多次

强调市场化原则，这体现出金融管理部门市场化

调节的清晰思路。随着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

强，金融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优化，房地产领域也

可更多交由市场机制调节，推动房地产企业向新

发展模式加快转变。（新华社北京 5月 17日电）

① 游客在西安大唐芙蓉园观看长安灯会。

② 在安徽省宣城市泾县丁家桥镇的宣纸产业园，参加

研学游的小朋友在体验宣纸制作。

③ 游客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小七

孔景区观光游玩。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影 响 几 何新 一 轮 房 地 产
金融政策组合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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