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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产业 曾因抢购黄金而打响名号的
“中国大妈”，在今年初选择暂且观
望。随着近日国际金价连续四周下
探，羊城晚报记者走访广州多家商
场发现，热衷买金的消费者再出手，
黄金消费热情重燃。

多重因素拉低金价

国际金价在今年 3 月创下了
2070.42 美元/盎司的高点，之后一
路下跌，截至 7 月 15 日，纽约商品
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
1703.6 美元，国际金价连续四周出
现下探，创下近十个月新低。

业内普遍认为，美元走强、商
品市场弱势以及仓位调整或是金
价下跌的主要推手。

7 月 以 来 ，美 元 指 数 持 续 走
高 ，时隔近 20 年重新站上 108 关
口。而自 6 月以来，铜、镍和锌等
有 色 金 属 价 格 纷 纷 创 下 自 2008
年以来最大跌幅。上周，除受欧
洲 天 然 气 供 应 形 势 可 能 进 一 步
恶化影响，天然气大涨逾 17%外，
包括黄金、白银、铜、原油等在内
的多数商品下跌，小麦、焦煤、螺
纹钢和焦炭周跌幅都超过 10%。

金饰金条销售火热

6 月 份 以 来 ，随 着 国 际 金 价
下行，国内各家商行对金价进行
了多次下调。近日记者走访时，
广 百 百 货 北 京 路 店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广 百 现 时 金 价 为 483 元/
克 ，与 今 年 3 月 最 高 位 金 价 537
元/克相比，每克下跌 54 元。

过去，七八月份往往是黄金销
售淡季。当前，金价下调明显刺激
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今年 7 月份
前来咨询黄金价格的顾客明显增
多，与商场 6 月的黄金类销售对比，
预计有 25%的销售升幅。”广百百货
北京路店相关负责人表示，商场内
的周生生、六福珠宝、周大福等品牌
本月销售额都有上升。

黄金销售热点首先表现在首饰
金。“当前的价位比较合理，我最近
连着入手了两款心仪已久的黄金饰
品。”一名正在广百中国珠宝门店选
购黄金饰品的女士说。广百天河中
怡店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门
店内主要以购买金饰的客人居多，
首饰金既能佩戴又能收藏投资，是
不少客人的首选，各大品牌黄金饰
品销量有5%-10%的涨幅。

近期的投资金销售同样迎来
一波小高潮。“现在的金价是今年
最低的，999 黄金 484 元/克，足金
483 元/克，金条 473 元/克。7 月份
以 来 ，购 买 金 条 的 顾 客 明 显 增
加。”广百六福珠宝门店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广百百货北京路店
相关负责人表示，广百中国黄金、
广百黄金专柜的金条销量增势明
显。亦有部分投资者选择购买银
行的积存金产品。

7月 18日，广州进行了今年的第二轮集中供地。此次共计有14宗
用地进行限时竞价出让，起拍总价约253亿元，最终11宗地成交（其中
一宗待摇号），总成交金额约达209.6 亿元。除了越秀区零地块供应
外，海珠、荔湾和天河等中心区共有6宗靓地出让。从整体上看，此次
土地出让交易平稳，国企、央企仍是拿地主力。其中，部分热门地块受
到多家房企争夺，最终进入摇号环节以确定地块归属。

7 月 18 日，随着广州本轮土拍平
稳成交，目前已有厦门、福州、北京、
青岛、合肥、苏州、武汉、宁波、杭州、
重庆、广州等 11 个重点城市完成了
2022 年第二轮集中供地。克而瑞数
据显示，在全国重点 22 城中已完成今
年第二轮集中供地的城市里，虽然大
环境政策利好不断、土拍规则放宽，
但激起的水花不大。

“冷热不均”是该批重点城市二
轮集中土地市场的共性。比如，整体
溢价率只有 1%的武汉，仅 1 宗地块在
多家房企的竞拍下“熔断”，而其他地
块则全部底价成交。青岛区域热度
不均，2 宗位于市北区 CBD 板块的优
质地块分别吸引了 10 家和 8 家房企
参拍，触发“熔断”，转入线下竞品质
环节；其余 24 宗地块底价成交、1 宗地
块流拍。溢价率较首轮上涨的北京
也是“触顶与流拍共存”，有 4 宗地块
触及最高限价，最终 3 宗地块成交，还
有 1 宗进入竞高标准方案环节；与此
同时，仍有 3 宗地块流拍，流拍率达到
18%，较首轮增加 12 个百分点。

上述 11 城土地成交金额合计约
2519.6 亿元，杭州依然拔得头筹，45 宗
涉宅地块共成交 557 亿元，虽较今年
首轮集中供地下降三成，但仍占 11 城
总成交金额的 22%。值得一提的是，
在杭州、重庆、合肥及青岛等城市，民
营房企尤其是当地民企拿地积极性
有了恢复的信号。其中，杭州表现突
出，除滨江、绿城等品牌房企外，华景
川、星创、华元等中小房企也参与了
二轮拍地，且最终均有土地“入账”，
成交的 45 宗地里约有六成地块由当
地民企竞得。 （陈玉霞）

广州今年第二轮集中供地：14宗地块限时竞价出让，11宗成交

收金209.6亿元
热门靓地再现摇号

广州本轮集中供地，是2021
年至今土地集中出让中供应宗
数和总面积最少的一次，约是今
年第一轮供地面积的一半、是
2021 年第二批集中供地面积的
21%。但从地价溢价率、底价成
交宗数比例等数据看，此轮集中
供地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地市
行情向好。

羊城晚报记者综合去年一季
度至今的五轮集中供地数据发
现，去年的第三轮集中供地中，
溢价地块为零，底价成交地块
占比约 76%；今年第一轮供地
中，溢价地块占比为 11%，底价
成交地块占比约83%。而在7月
18日进行的今年第二轮供地中，

溢价地块占比上升到了21%，底
价成交地块占比则为 57%。可
见，房企参与度有所提升。

此轮供地，不仅区域之间
的地块行情分化，就连同个区
域内的不同地块，也出现了行
情的天地之别。以备受关注的
中心区天河为例，该区此次共
有 2 宗用地推出，其中，天河区
燕塘地块三（AT020883 地块）获
得 54 轮竞价，约半个小时后达
到了政府规定的 81.2 亿元封顶
价格。此时，如果剔除配建面
积，该地块的成交楼面地价约
达 5.08 万 元/平 方 米 ，溢 价 率
15%。最终，该地块进入摇号环
节以决定归属，结果在三天后

见分晓。值得一提的是，这样
的楼面地价，已能进入广州楼
面地价排行榜前五名。但与此
同时，同为天河区的育新街南
侧 AT0304011-1 地块，则因无
人竞价而未能成交。

克而瑞广佛区域首席市场
分析师肖文晓认为，一线城市的
房地产市场就是如此，实力企
业对优质地块的竞争很激烈，
绝对的捡漏机会并不存在：“没
有来自品牌、产品、运营、资金
等硬实力支撑的投资信心，很多
企业未必敢拿这样高总价的
地。这是一个比拼内功的行业
新周期，只有全能实力冠军才能
做大做强。”

据统计，本轮集中供地中，
除 天 河 区 燕 塘 地 块 三
（AT020883 地块）处于待摇号、
未知竞得企业的情况外，其余
10宗成功出让的地块均被有国
资背景的房企竞得。具体来
看，保利发展共竞得 3宗地块，
宝信房地产3宗（其中 1 宗与广
州城投共同拍下），越秀集团 2
宗（其中 1 宗与海珠安居置业共
同拍下），广州交通投资集团和
珠江实业各竞得1宗地块。

事实上，自广州 2021 年第

二轮集中供地以来，资金相对
稳健的国企和央企在土地市场
上一直是中坚力量。广东省规
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
究员李宇嘉表示，国企、央企托
底有利于维持市场温度，逐步
让土地市场回归至正常态势。
不过他也坦言，近期楼市销售
端回升的势头尚未企稳，融资
端好转不明显，因此在土地供
给端，民营房企比较保守，开发
商经营思路整体上还是保卫现
金流为主。“只有在商品房市场

回升趋势确定，民企开发商层
面风险开始妥善解决，银行等
对企业融资正常化了，土地市
场才能彻底复苏。”

广州中原研究发展部亦分
析认为，短期内土地市场上国
资占主力，有利于维持新房开
发、交付的稳定性，可以打消买
家对于近期市场负面消息的疑
虑，提高购房信心，维持新房市
场健康发展；但从中长期市场
看，地市开发需更多民企加入
才能提升市场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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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背景房企仍是拿地主力

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徐炜伦

重点城市今年二轮供地：

土拍规则放宽
依旧冷热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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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记者 陈泽云

7月18日，广东省统计局
公布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成
绩单”。数据显示，根据地区
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
半 年 广 东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GDP）为 59518.40 亿元，
同比增长2.0%。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 2166.01 亿元，
增长5.9%；第二产业增加值
24183.37 亿元，增长2.9%；
第三产业增加值 33169.02
亿元，增长1.1%。

广东省统计局表示，总
的来看，上半年，广东持续加
大“六稳”“六保”工作力度，
主要经济指标在二季度有所
改善。但也要看到，当前广
东经济增长面临的“三重压
力”犹存，经济持续恢复发展
的基础还不牢固。下阶段，
要牢牢把握三季度关键期，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推动政策加速见效，稳定市
场主体预期，以更大努力确
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上半年，广东“米袋子”
“菜篮子”“果盘子”生产供应
充足。全省夏粮（国家口径）
播种面积214.35万亩，同比增
长 3.6%；产量 68.6 万吨，增长
6.2%。蔬菜及食用菌产量增
长 3.9%，园林水果产量增长
3.1%。生猪产能持续释放，生
猪出栏增长6.9%。

工业生产方面，上半年，
广东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
1.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其中，制造业支撑作用明显，
增加值增长 3.6%，拉动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增长3.2个百分
点。支柱产业中，随着产业链
供应链稳步恢复，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
车制造业增长较快，增加值分

别增长4.3%、18.8%。
新动能发展势头较好，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6.4%，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重 29.0%，其中，居家办公
设备需求较大带动计算机及
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长 27.3%；
先进制造业增长 4.1%，占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53.8%，其中，防疫检测需求推
动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
械增长16.6%。

服务业发展同样彰显韧
性。上半年，广东服务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5.7%。
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加
大 ，金 融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7.3%，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4%

A 看生产：

上半年，广东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 1.0%。分产业
看 ，第 一 产 业 投 资 下 降
29.9% ；第 二 产 业 投 资 增 长
18.3% ；第 三 产 业 投 资 下 降
4.1%，但其中的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
长31.4%。

分领域看，工业投资增长
18.1%，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
20.8%。新动能快速培育，高

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38.8%，
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 30.3%，
分 别 占 制 造 业 投 资 比 重
36.0%、64.9%。基础设施投
资降幅持续收窄，完成投资下
降 1.2%，降幅比 1-5 月收窄
1.3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
业增长 20.4%，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增长 6.2%。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卫生
投资增长46.0%。

看投资：B
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30.3%

上半年，广东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2.17万亿元，同比增
长0.9%。6月当月，发放消费
券、电商平台“6·18”购物节
对消费的提升作用明显，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5%，
增速由降转升。

按消费形态分，商品零售
增 长 1.6% ，餐 饮 收 入 下 降
4.7%。基本生活及药品类商

品零售增速稳定，限额以上单
位粮油食品类、饮料类、烟酒
类和中西药品类商品零售额
分别增长6.6%、5.9%、5.0%和
11.1%。消费升级类商品零售
稳健，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8.5%，金银珠宝类增长 6.6%，
化妆品类增长 3.2%。汽车类
商品零售额增长 0.4%，其中
新能源汽车增长150.8%。

看消费：C
6月社零消费增速由降转升

作为外贸大省，上半年，
广东货物进出口总额 3.91 万
亿元，同比增长 2.8%。其中，
出 口 增 长 7.3% ，进 口 下 降
4.0%。

分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
比重持续提升，完成进出口额
增长 6.4%，占进出口总额比

重54.5%，比上年同期提升1.8
个百分点；保税物流进出口增
长 4.9%；加工贸易进出口增
长0.3%，增速转正。

主要贸易对象中，对美国
进出口增长 18.8%，对欧盟进
出口增长 11.0%，对东盟进出
口增长4.9%。

看外贸：D
上半年出口同比增长7.3%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
教授林江指出，从上半年的经济
数据来看，广东正在加快新旧动
能加快转换，下半年要多方位挖
掘消费潜力，并通过重大基建项
目稳投资，进一步形成促进经济
发展的内生动力。

上半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3.5%，增速快于
GDP。其中，汽车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了 18.8%，新动能发展
势头较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增长 6.4%，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 29.0%。“汽车制造业等传
统支柱产业对于广东经济起到
了稳定器的作用，高技术制造业
所占比重虽然还不是太高，但增
长非常快，是主要拉力，体现了
广东新旧动能的转换。”

从消费来看，上半年，广东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0.9%；6 月当月，通过发放消费券
等手段，社零增速由降转升。“整
体来看，广东的市场销售呈现恢
复增长的态势。作为消费大省，
广东的消费潜力还有待进一步
释放。”林江建议，相关部门应进
一步研究推进促消费的多种方
式。“只有人们愿意为新经济、新
产品、新服务买单，企业才能有
新订单，进而进一步刺激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林江指出，下
半年，提振消费是关键。

此外，他表示，广东具有明
显的外向型经济的优势，要充分
发挥产业链、供应链完整的优
势，继续巩固出口优势；同时，还
需把握新基建的趋势，引进一批
高质量的大基建项目，以投资促
增长。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
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
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指出，
在上半年疫情影响的大背景
下，广东 GDP 的增长整体还是
符合期待的，体现了广东经济
的韧性。随着疫情逐渐平稳，
人流客流恢复将持续带来经济
复苏。

下半年，广东该从哪些方面
发力稳增长呢？盘和林建议，一
方面要重需求，拉动消费和基建
投资，另一方面要继续优化供
给，以技术、劳动力等要素优化
和营商环境优化来激发制造业
投资。“广东要关注实体经济发
展，尤其是制造业，制造业才是
广东实现发展的基础。在外贸
方面要进一步疏通供应链和物
流，并针对外贸企业全球潜在风

险，利用出口保险来降低企业出
口风险。”盘和林表示。

此外，下半年需要继续优
化产业结构，利用技术创新实
现广东经济发展，重点发展 20
个战略性产业集群，通过产学
研用融合推动专精特新企业技
术创新发展，尤其对技术难点
卡点要重点投入技术研发资
金、攻克难题，拓宽广东企业发
展空间，突破广东企业技术壁
垒。同时，要利用好数字技术
帮助企业通过产业数字化实现
数字化转型，以此提质增效，也
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和场景、产
品、应用融合，形成新产品和服
务应用，帮助企业实现多元化、
提升综合服务制造能力。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向创新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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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广东经济如何发力？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力促消费释放潜力

国际金价创近十个月新低

“中国大妈”出手
“买金淡季”反旺

羊城晚报记者 李旭 黄士
实习生 杨梓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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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增长6.4%，占规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29.0%
居家办公设备需求较大，带动计算机

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长27.3%

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 38.8%，

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30.3%，分别占

制造业投资比重36.0%、64.9%

增加值 2166.01
亿元，增长5.9%

增加值 24183.37
亿元，增长2.9%

增 加 值 33169.02
亿元，增长1.1%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加映

广州本轮供地，天河海珠荔湾等中心区都有靓地推出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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