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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21年，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仍较多，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中
央将继续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保持广义货币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但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也将持续强化。

省房协分析称，从对商品房销售市场的影响
看，银行压减房地产贷款额度必然削弱市场需求
的支付能力，也即减少了市场需求，市场分化或将
进一步加剧。

从对行业发展的影响看，在新的房地产金融
监管政策之下，房地产企业有息负债规模更是直
接受到限制，市场对企业的品牌建设、财务运作、
产品质量、销售回款、物业服务等能力均提出了更
高要求，企业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的发展模式
将难以为继，行业资源将进一步向注重运营、财务
稳健的头部房企集中，行业将进入从增量到提质
的发展阶段。

大盘近几周振荡体现为突
破去年下半年箱体整理区后的
回抽过程，沪指上周五跌至箱体
整理区上边和 60 日均线止跌，
本周以来回稳，60 日均线是近
半年多以来的上升趋势线，呈现
抵抗支撑效应。市场尽管春节
前后或爆发力不足，但估计稳定
性有所提高。

在近日市场利率快速抬升
之际，央行连续释放流动性。在
春节前的时间窗口，央行连续进
行逆回购，体现了其保持流动性
合理充裕的政策意图。

近期食品饮料、免税市场、
农村消费、可降解塑、工程机械
等题材品种表现突出，特别是其
中机构抱团的消费大品牌品种
维持强势，走岀长期结构牛走
势，体现我国推动经济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下，巨大内需潜
力不断释放。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我国消
费品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
数均高于制造业总体，受假日效

应带动消费品行业回暖影响，今
年 1 月消费品行业 PMI 为 52.3%，
高于去年 12 月 1.8 个百分点，行
业增长加快。更多促消费政策
还在密集落地，其中，免税市场、
农村消费等成为重要发力点。

上周本栏指出，高端和次高
端白酒等大消费品种由于行业
景气度继续向上，股价调整也带
来机会，而调整充分或到位的机
构抱团股仍可值得关注，近日部
分 大 消 费 品 种 整 理 后 反 复 走
强。市场认为，白酒等消费股业
绩确定性比较高，而新发基金较
多，规模大，这些大市值股票要
有所配置，而以贵州茅台为代表
的标杆股实际上并没有深度下
跌，贵州茅台本周三再创历史新
高。

“高成长”是个股长期走牛
的动力，在新增资金不断入场背
景下，估值相对合理高成长的

“抱团”品种年内反复被挖掘或
是市场特点，也或仍是年内重要
推动主线。 (黄智华)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报
道：继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后，美
的集团多元化布局在医疗设备
领域又下一城。受利好刺激，万
东医疗（600055）昨天复牌后一
字涨停，收报11.23元。

2 月 3 日，万东医疗发布公
告，公司控股股东江苏鱼跃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
吴光明、股东俞熔分别与美的集
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
美的集团受让公司合计约 1.57
亿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总股
本 的 29.09% ，每 股 转 让 价 为
14.6元。交易完成后，美的集团
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万东医疗是一家医疗影像
上市公司。天眼查数据显示，万
东医疗成立于 1997 年，注册资
本约为5.41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家电巨头美
的布局医疗并非一时兴起。早
在 2017 年，美的集团就与广药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协议称
双方在机器人及医疗器械开发、
健康数据应用等领域进行多维
度合作。去年 8 月，美的投资
100 亿元在顺德新建一所高水
平非营利性医院。

同时，家电企业跨界医疗领
域，美的并非孤例。西门子、
TCL、格力、海尔、海信都有设计
医疗器械等医疗领域。

随着家电行业竞争的日益加
剧，美的集团不断加大了多元化布
局的力度。今年1月，美的已在半导
体、新能源汽车领域出手。一周多
前美的注资两亿元成立的美垦半导
体技术有限公司，引发外界关注。

同在1月，美的集团机电事
业群则深入布局新能源汽车领
域。尤其在汽车部件领域，美的
布局了以电机、电控和压缩机为
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品，产品线
涉及电机驱动系统、热管理系统
和辅助/自动驾驶系统。

自疫情暴发以来，以无接触经济为
代表的数字经济模式对于激发消费潜
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零售业客流
量显著下降，居民出行因疫情受限，而
无接触经济通过线上平台，将消费者需
求和生产者供给联系在一起，无接触外
卖、无接触物流配送等等克服了客观的

不利条件，保障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
序。可以说，“无接触经济”已经成为数
字经济的一个新衍生形态，并且规模与
影响不断扩大。

而“淘宝式拜年”，是疫情影响下人
们过年习俗的一种转变，是“无接触经
济”的一种新形式，也是一股文明新风。

今年，全国对疫情防控形成共识，
从大城市的白领到乡村的农民，都积极
响应和支持“就地过年”的倡导。此外，
由于电商基础设施飞速发展，让年货物
品流通变得更加便捷。这样一来，即便是
原来农村等“下沉市场”的消费者们，都已
经形成了网购习惯，年关将至，在淘宝上

买些年货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应该说，今年流行的“淘宝式拜年”

就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它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了无法当面拜年的遗憾，
在未来，这个“新年俗”或将持续存在。
无论回不回家，通过淘宝将心意送达，
已经成为春节的新年俗。 （沈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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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消费品种走岀结构牛

美的缘何控股万东医疗？
志在加大多元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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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在家吗？吃了什么好吃的？”见到广州的哥肖师傅时，
他刚和女儿通完电话，“爸爸给你们买了一大盆佛跳墙，是广州
的特产，和爷爷奶奶一起尝尝。”肖师傅老家在河南省周口市，今
年春节不回家过年，选择通过网购向远在家乡的亲人表达心意。

“当然想爹妈、想娃娃，今年回不去，等来年我再回去给爹妈
磕个头、拜个年！”肖师傅希望爸妈在老家健健康康，“尝尝
佛跳墙，是不是比胡辣汤更得劲？”一大盆佛跳墙，寄托了
肖师傅的思乡之情。

今年，许许多多留粤过年的人们，都在淘宝上购买年
货寄回家，“淘宝式拜年”也成了新年俗，寄托了人们
的情感，展现出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老家在江西
省抚州市的李女士，从淘宝直播间下单了两盆
佛跳墙，“一盆孝敬公婆，一盆感谢父母”。

“就地过年，亲情不减”，
早前河南村长大喇叭喊话村
民响应号召就地过年的视频，
已经随着互联网的传播火遍
了大江南北。肖师傅就是看
到了这个视频，决定响应号召
就地过年。目前，肖师傅与妻
子在广州工作，而家里的小孩
和父母都留在了河南老家。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
佳节倍思亲。”年关将至，返
乡与家人团聚、寻亲访友是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在今
年春运前五日，广州南站旅客
量同比下降 58.9%，白云机场
旅客量同比下降 70%，“就地
过年”成了许多人的选择。

人不回家，年味儿却不能
少。在广州创业的河南人鲁
先生最近几年每年都会在淘
宝上买一只羊寄回老家。今
年，鲁先生也是留穗过年大军
中的一位。从1月份开始，鲁
先生每每想起春节不能回家，
心里都不大舒坦，然后就默默
打开手机淘宝淘些年货寄回
家，广东的、四川的、浙江的
……只要看上了，他就随手买
上一份，想让亲友们感受到他
的思念之情。

“爸、妈，不用担心我们，
我们在广州挺好的。”鲁先生
表示，“我今年 36岁，此前 35
年的春节我都是在家过的。”
鲁先生称，虽然身在异乡多
年，但他对家里感情很深，每
年过年都会尽可能地访遍亲

友，前不久，他与从河南来的
亲戚把酒言欢，思乡之情也一
下子被勾了起来。但是，为了
落实防控疫情的要求，他还是
决定留穗过年。

“我还打算在村民群里多
发红包，让大家热闹热闹，当
然，广州本地的特产，我也打
算多下几单寄回去。”鲁先生
告诉笔者，这种购买年货寄回
家的情况，以后肯定每年还要
有，“淘宝式拜年”，肯定也会
成为未来的过年新年俗。

作为外来人口大省，广东
外来务工人群甚至超出本地
定居人群，湖南、广西、河南、
四川、湖北等地的都有数以百
万计的人员在广东工作、生
活。今年，像鲁先生、肖师傅
这样在广东过年，通过淘宝将
年货、心意网购回家的人，还
真不少。年关将至，他们大多
数响应国家号召就地过年。
留粤过年的他们，往往也在淘
宝上，为家乡的亲人买上中意
的年货寄回家去，聊以表达思
乡之情。

人不流动年货走，人不见
面感情到。网购年货表达了
关心、慰问和祝福，维系了亲
友之间的沟通和联系，维系了
过年的礼数和规矩，传递了情
谊。可以说，“淘宝式拜年”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不
能当面拜年的遗憾，完全可以
作为疫情之下的一种次优选
择。

尽管受疫情影响，许多人春节不回
家，但人们买年货的热情却丝毫不减。
来自淘宝的数据显示，今年年货节首
日 ，淘 宝 上“ 年 货 ”的 搜 索 量 激 增
240%。不少人已经开始陆续往家里买
年货了。

而在淘宝卖了10年川味腊肠的祝
师傅则发现，今年来自省外、尤其大城
市的订单特别多。“都说过年想的就是
一口家乡味”，他给大家早早备好了货，

“很多人去年没过好年，我也没别的能
做，就给加点量吧”。

特殊时期的牛年春节，人不流通年
货走的“淘宝式拜年”催热了新年货。2
月 2日，淘宝发布牛年春节十大爆款年
货，其中过年常备的瓜子、花生、开心
果老三件不出意外位列其中。除老
三件外，车厘子、自嗨锅、螺蛳粉等网

红新年货纷纷涌现出来，家用麻将机
更是成为春节氛围担当拔得头筹。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人的购买力还是
一如既往的给力，年货节期间，广东
购买车里子数量全国第一，广东东莞
成了淘宝天猫瓜子订单成交量排名前
三的城市。

今年，“90 后”已经成为年货置办
的主力，数据显示，“90后”年轻人在年
货节的下单比重已经超过六成。“90
后”过年喜欢买什么？在他们的年货清
单上，既有老字号，又有新品牌，茅台和
元气森林近五成被“90 后”买走，新老
品牌在年轻人心中势均力敌。“在城里
过年也得有仪式感！”1993年出生的吉
林小伙小王，打算在广州过年，他早早
下单买了皇上皇的腊肉、五亭桥的蟹粉
狮子头和维扬大煮干丝、盐水鹅等，土
味成为年轻人购物车里的那一抹乡愁。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就地过年的号
召，螺蛳粉、自热火锅等一人食餐品销
量暴涨 15 倍，成为年货节首日增长最
快的年货品类。从购买人群来看，“90
后”成为购买螺蛳粉最多的人群。除了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外，郑州、成都、杭
州也是成千上万盒螺蛳粉春节奔往的
主要目的地。

“宅经济”中必不可少的是室内娱
乐相关商品，淘宝数据显示，游戏、麻将
机、医美等品类的快速增长也为今年
春节定下“宅家”基调。淘宝的年货榜
单中，麻将在各类坚果礼包中鹤立鸡
群，首日成交同比增长一倍多，跻身销
量上升的热门商品前三名。有网友在
评论区写道：过年送爸妈这个正好，这
样他们就不用整天闲下来给我安排相
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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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宝式拜年”是年俗也是新风财经观察

春节不回家，广州的哥给河南爹妈网购了一大盆“佛跳墙”

““淘宝式拜年淘宝式拜年””成新年俗成新年俗

图表来源：广东省房地产协会

2020年商品房市场呈持续复苏态势，全年销售面积仅低于2017年的历史
最高水平，销售额则再创历史新高。广东省房协刚刚发布的2020年度广东房地
产市场分析报告显示，去年房地产市场总体超预期复苏，商品房销售量处于历史
高位，土地市场相比楼市更显活跃，土地成本上升带动投资增长，商品住宅后市
供求略趋紧张，监管加强行业资金压力加大。

2020年，广东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14908.25万㎡，销售额22572.51亿元，
同比增长7.7%和14.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12930.66万㎡，销售额19829.6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9%和 11.1%。商品房销售均价 15141 元/㎡，同比上涨
6.2%；其中商品住宅15335元/㎡，上涨8.6%。

据广东省房协分析，2020年
1-2月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广东
商品房销售和房地产开发投资
等主要指标增速出现断崖式下
滑。但自3月份开始，一方面因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行业有序复
工复产；另一方面因相对宽松的
货币金融环境及房企加快销售
回笼资金，促使市场持续恢复，
总体上超预期复苏。

其中，广佛都市圈和深莞惠
都市圈表现更为抢眼，其他城市

复苏态势普遍良好。但去年下
半年央行设置“三道红线”分档
设定房企有息负债的增速阈值，
并压降融资类信托业务规模，促
使房企去杠杆、降负债；去年年
底出台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房
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优化
信贷结构,推动金融、房地产同
实体经济均衡发展。金融审慎
管理制度的出台成为行业新变
局，行业进入从增量到提质的发
展阶段。

报告显示，在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及其配套政策的持续
推进下，以广州、深圳两个中心
城市为核心，广佛都市圈、深莞
惠都市圈的房地产市场表现明
显强于其他城市，是房地产企业
重点布局的两个核心地区。

2020 年佛山、惠州、广州的
商品房销售面积居全省前三，分
别 占 全 省 的 14.5% 、12.3% 和
10.3%，远高于其他城市；深圳、
东莞、清远、江门、肇庆、中山分
列第4至第9位。

商品房销售额前三位则为深
圳、广州和佛山，分别占全省的
23.0%、17.1%和 12.8%，合计占
52.9%；惠州、东莞、珠海、中山、
江门分列第 4至第 8位；粤东西

北3个地区销售额分别占全省的
3.8%、5.0%和 6.5%，合计15.3%，
不及深圳、广州单个城市的水平。

从相对量看，汕头、韶关、河
源、潮州4市的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有所下降；均价同比下降的
则多达 9 个城市，分别为清远、
肇庆、云浮、梅州、汕尾、阳江、茂
名、韶关和珠海。

其中，东莞、广州、湛江、佛
山、惠州、揭阳、中山、江门、深圳
9个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
均价同比均有不同幅度增长，表
现为量升价涨；清远、肇庆、云
浮、梅州、阳江、汕尾、茂名、珠海
8个城市则呈量升价跌态势，潮
州、河源两市量降价涨，韶关、汕
头量价与上年同期基本相当。

在土地成交方面，据广东房协土地与产业研
究中心监测，2020 年全省成交经营性建设用地
3383宗，成交面积12212.29公顷，同比增长32.5%
和 25.0% ；成 交 金 额 8187.2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6.3% ；平 均 楼 面 地 价 2629 元/㎡ ，同 比 上 涨
13.6%；整体溢价率为12.6%，同比提高1.2个百分
点。

其中，居住用地成交面积 4192.77 公顷，成交
金额6592.09亿元，同比增长31.7%和 50.6%；成交
楼面地价5669元/㎡，平均溢价率为15.6%。数据
显示，去年土地成交量和成交价的同比增幅均明
显高于商品房成交指标增幅，土地市场相对商品
房市场更显活跃。但随着金融审慎管理制度新政
对房地产融资端的约束，房企的投资拿地能力受
到控制，土地市场热度有所回落，去年 12月居住
用地溢价率回落至 12.8%，为 2020 年各月次低水
平。

众所周知，房地产行业与金融业深度关联。
报告认为，2017年以来，在“房住不炒”的导向下，
随着国家对房地产金融监管的不断强化，各年房
地产新增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逐年回落，2020
年已回落至接近2014年水平。但截至2020年年
末，广东中外资银行业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总
贷款余额比重仍达 35.1%，比最高峰的 2018 年仅
低 1.7 个百分点，比 2014 年高 8.8 个百分点，意味
着多数银行机构将进一步压减房地产贷款额度。

去年广东楼市销售再创佳绩
广东省房协预测后市：市场需求或减少，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

销售额前三：深圳、广州和佛山

广佛、深莞惠都市圈颇为抢眼

居住用地平均楼面地价5669元/㎡

高杠杆、高负债、高周转将难以为继

肖
师
傅
通
过
淘
宝
网
购
年
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