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除了居住、投资功能，也是必不可少的
消费品， 围绕房地产这一消费品的金融行业发展必然越来越得到
市场重视。房地产、互联网、金融之间具有黏性，在“互联网＋”的时
代， 金融牌照的松绑与债券市场的开放将使房地产互联网消费金
融获得更多关注。

然而，业内认为，众多市场主体的蜂拥而入，将导致恶性竞争的风
险加大。由于目前互联网金融还处于监管空白、尚无牌照制度，且不存
在显性的准入门槛，房地产消费金融的市场风险亦值得警惕。

■据新华社

观点

监管空白，存在一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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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日讯 2015年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新产品销
售收入6636.45亿元， 同比增长
18.8%， 较全省规模工业增长快
11个百分点。全省工业新产品销
售收入占规模工业主营业务收
入比重达17.1%，同比提高3.8个
百分点。 省经信委日前发布
《2015年湖南企业技术创新发展
报告》， 显示工业新产品运用专
利技术占比上升。

新产品销售收入增长较快

报告显示，2015年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
6636.45亿元， 同比增长18.8%。
按地区来看，新产品销售收入总
额排全省前三位的为长沙、岳阳
和常德， 分别为3256.15亿元、
753.81亿元和577.33亿元。

据了解，2015年全省“311工
程”深入推进，把创新变成实实
在在的产业活动，创造更多新的
增长点，初步形成具有湖南特色
的技术创新政策体系。 其中，30
项关键共性技术项目已累计实
现研发投入11.8亿元；100项重

点新产品项目完成研发投入6.4
亿元，获取专利492项，预计达产
后可以实现新增销售收入68.9亿
元；100项专利转化项目完成研
发投入1.38亿元， 完成生产线建
设投入12.25亿元，预计年增销售
收入67亿元。

工业企业成专利创用主体

据了解，2015年工业企业获
得发明专利授权3974件，占全省
发明专利授权量的58.65%，工业
企业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的
主体。在第17届中国专利奖评选
中，我省获奖的26个专利中有25
个来自工业企业。其中中冶长天
的“一种环冷机台车”获中国专
利金奖。

另外，2015年度湖南专利奖
评选中，全省51个获奖专利中工
业企业专利44个。中车株洲电力
机车的“高粘着重载货运机车Co
转向架”获专利特别奖。2015年，
我省南车株洲电机、山河智能被
工信部评为工业企业知识产权
运用标杆。另外，南车株洲电机、
山河智能、农友集团、圣湘生物

被认定为湖南省工业领域知识
产权运用标杆企业。

技术创新平台建设
进一步加强

报告显示，2015年全省省级
以上技术中心企业实现新产品销
售收入1081亿元，研发投入经费
73亿元，R&D投入比重达3.6%，
取得授权专利2371�件，其中发明
专利549件。

依托企业技术创新平台，
全省制造业涌现出一大批技术
创新重大成果。 我省株洲南车
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冯江华
领衔的“高速、重载列车牵引控
制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荣获
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 中车株
洲电机“常导短定子中低速磁
悬浮列车”、铁建重工“国产首
台铁路大直径盾构机”、蓝思科
技“蓝宝石生产机智能终端应
用”、中联重科“QAY800全地
面起重机” 等成果被评为2015
年度湖南省制造业技术创新十
大标志性成果。

■记者 肖德军 通讯员 文彬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
示， 中国楼市在2015年重启
升势， 越来越多的城市房价
同比涨幅由负转正。 房价涨
幅最高的深圳与上年同期相
比甚至上涨近五成。

房地产电商关注首付贷

对于刚需一族来说， 动辄
数十万元首付款令许多百姓
“囊中羞涩”。 由于政策不允许
银行为购房者提供首付贷款，
因此， 对首付贷的地产金融产
品日益趋热。

面对首付贷这一广大的市
场空间， 众多房地产电商开始
关注这项业务，搜房、易居、链
家、 搜狐等行业大佬纷纷杀入
首付贷市场。一些首付贷产品，
特意针对不同需求人群， 将还

款期限设置为2个月-60个月不
等，最高额度可达1000万元。

房地产行业现金融化趋势

实际上， 首付贷款金融产
品仅是房地产互联网消费金融
的典型案例之一。 业内数据显
示，2015年房企和互联网电商
都开始自建金融平台， 房地产
行业呈现“互联网化＋金融化”
趋势。2016年中国房地产互联
网消费金融的市场规模将达到
2万亿元。

据了解，万达、绿地、恒大
和泰禾等多家大型房企均建
立了自己的金融平台。 个别
房企的金融产业2015年末金
融资产规模已超过430亿元；
并意图发展房地产基金和各
类股权投资业务。

2015年全省规模工业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6636亿元

工业企业成我省专利获奖“大户”
房地产现金融化趋势

据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委
员会2月1日发布的指数报告，
今年首月的国内钢铁行业PMI
指 数 延 续 了 回 升 势 头 ， 至
46.7%， 较上月回升6.1个百分
点， 为近9个月以来的最高。但
这一指数还是连续21个月处在
50%的荣枯线以下， 显示钢铁
行业景气度依然处于长期低迷
的局面。

新订单指数创19个月新高

据分析， 在主要分项指数
中，除产成品库存指数外，均呈
现回升态势。 生产指数两连升
至近5个月以来的高点；新订单
指数两连升至2014年7月份以来
的最高；新出口订单指数时隔四
个月以后重回50%以上的扩张
区间； 购进价格指数升至近4个
月以来的最高。而产成品库存指
数则两连跌至2013年8月份以来
的最低。 综合所有这些分项指
数可以看出， 当前钢铁行业供
需均环比有所活跃，产业链“去
库存”取得了一定成效。

目前， 国内钢厂生产有所

活跃。 由于去年12月中旬以来
钢价出现了一轮回升， 近期行
业亏损的现象略有好转， 部分
钢厂生产及备料的积极性均有
所提升， 后期钢厂的生产将会
小幅加快。不过，从去年全年来
看， 国内累计生产粗钢8.04亿
吨， 同比下降2.3%， 这是自
1981年以来， 国内粗钢产量首
次出现同比负增长。 后期国内
粗钢产量即使有所回升， 但难
以有明显的增长， 幅度会十分
有限。

钢市回暖积极因素在增多

相关指数报告分析认为，
当前国内钢市供需格局已经开
始显露一些积极的变化， 特别
是当前产业链库存处于低位，
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带来了钢铁
“去产能”的加速，这都有利于
提升市场的预期， 钢材市场回
暖的积极因素在增多。不过，当
前与钢铁需求相关的终端产业
都还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需
求低迷将会制约钢价的上涨空
间。 ■据新华社

行业数据

国内钢市显露回暖势头

本报2月1日讯 近日， 省发
改委发布对外投资产业和国别
指导意见（东盟10+1国），对我省
如何去东盟投资，将面临哪些风
险； 我省有哪些走出去优势；哪
些行业和企业将和东盟哪些行
业具体对接等内容进行了部署。

多种优惠措施
鼓励企业走出去

《指导意见》从投资合作法
规与政策、贸易管理、外国投资
市场准入政策、环境保护法律规
定、对中国企业投资合作保护政
策、 与湖南省贸易分析等方面，
对东盟11国逐一进行了介绍。并
介绍了各个国家对湖南省贸易
发展主要障碍及湖南省与印度
尼西亚市场对接方式。

如马来西亚新开放的一些

领域：自2009年起，马来西亚开
放了八个服务业领域的27个分
支行业，允许外商独资，不设股
权限制， 包括计算机相关服务、
保健与社会服务、旅游与运输服
务等。2012年， 又逐步开放了17
个服务业分支行业的外资股权
限制，如电讯领域、私立医院等。
在鼓励优惠方面，马来西亚投资
鼓励政策包括部分行业公司可
免交10年所得税等。

我省与东盟各国
贸易互补性很强

《指导意见》还就我省产业
现状对东盟各国进行了详细的
分析比较。

比如在对马来西亚与湖南
省贸易分析中，《指导意见》提出
作为东盟交通枢纽、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重要支点国家，马来西
亚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空间巨大。
由于当地的产量能满足需求量
的不到20%，因此马来西亚对进
口的工程机械有很大需求。 湖南
省的工程机械制造业水平较高，
工程机械产品在马来西亚已经
开发了一定的市场。

在缅甸，我省与其贸易互补
性很强，面临巨大商机。湖南在
资金、技术、管理、文化产业等方
面都存在比较优势，缅甸则在矿
产资源、市场、劳动力成本等方
面有优势。我省企业可以充分发
挥产业优势，结合我省产业结构
调整，实施“走出去”战略。通过
境外投资、境外加工贸易、开展
经济技术合作和工程承包等多
种形式，在矿业开发、水电工程、
烟草加工等方面发力。

■记者 李国平

我省发布对外投资产业和国别指导意见（东盟10+1国）

湘企掘金东盟或大有可为

据了解，工业企业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的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