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往年不同， 企业搬迁成为
了去年长沙写字楼租赁新的驱动
力。

“我们目前在售的写字楼建
筑面积为70㎡-2000㎡， 均价从
19000元/㎡到26000元/㎡不等，
23-35楼的主要以1000㎡以上的
面积段为主。”汇景发展环球中心
的置业顾问侯女士介绍， 自从去
年8月项目交付后，很多业主都将
写字楼租了出去，“大概有1/3都
是企业搬迁升级的， 主要是国有
企业和上市公司。”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四季度
末，长沙市甲级写字楼市场整体
空置率同比上升约5.8个百分点

至45.2%。从近三年长沙甲级写
字楼租赁成交行业类型来看，
专业服务、金融、TMT、房地产
行业为甲级写字楼的主要客户
来源。

从成交驱动因素来看， 升级
搬迁成为去年长沙甲级写字楼租
赁成交的主要驱动因素， 约占总
成交面积的36.9%。而在疫情影响
下迅速发展的教育培训类企业借
机快速布局长沙甲级写字楼市
场， 推动业务扩张成交面积约占
总量的33.1%。 从租户背景来看，
受疫情限制， 外资在长租赁需求
减少，租赁成交面积占比约4.8%，
同比下降5%。

大数据告诉你：谁在租长沙甲级写字楼
去年长沙甲级写字楼平均租金同比下降13.5%����企业升级搬迁成写字楼租赁新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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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央行就《非银行支付机构
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后，《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
金存管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也来了。

《办法》明确，客户备付金，是
指非银行支付机构为办理客户委
托的支付业务而实际收到的预收
待付货币资金。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与原备付金办法相比， 此次《办
法》主要明确了以下五方面：

一是规定备付金全额集中交
存至人民银行或符合规定的商业
银行。

二是规定客户备付金的划转
应当通过符合规定的清算机构办
理。

三是《办法》详细规定了备付

金出金、 入金以及自有资金划转
的范围和方式， 明确了支付机构
间开展合规合作产生的备付金划
转应当通过符合规定的清算机构
办理。

四是《办法》明确了中国人民
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清算机构、备
付金银行各方对于客户备付金的
监督管理职责。

五是《办法》增加备付金违规
行为处罚条款。

就备付金管理要求， 光大银
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表
示，《条例》强调，这有助于降低非
银支付机构的信用风险，同时，有
助于防范客户备付金被第三方支
付等非银机构违规挪用的行为，
切实保护客户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本报1月23日讯 今日， 由省
商务厅指导， 湖南省餐饮行业协
会、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湘菜报
主办，诸多知名湘菜品牌，如炊烟
小炒黄牛肉、 坛宗剁椒鱼头等助
力支持的“千年湘菜全国巡回展”
在长沙黄兴广场开展。

湘菜起源于2300多年前的春
秋战国时代， 是湖湘文化变迁的
缩影。 长沙作为千年湘菜全国巡
回展的第一站，展现了《古老的湘
菜》、《辣椒来了》、《湘菜跃升八大
菜系前三位》、《百菜百味的湘
菜》、《历代伟人名人爱湘菜》、《改
革开放以来， 湘菜的发展成果》、
《湘菜走进联合国、 走向世界》、
《九大经典湘菜》及《湘菜的崛起
与未来》八大板块。

此次展览，从屈原《招魂》记
载的“楚国食单”开始介绍，不仅
展示了湖湘地区先秦时期与食
物、烹饪有关的青铜文物模型，还
有1:1复刻的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
出土的云纹漆盘等展品， 展示了
湘菜文化的悠久历史。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湘菜产业发展， 湘菜产业
迅速崛起。2017年全省餐饮销售
额达到1760亿元， 同比增长近
11%，2018年全省销售额近1850
亿元，餐饮企业12.6万家，2019年
超2000亿元， 从业人员约200万
人。湘菜产业在拉动消费、扩大就
业、 促进城乡繁荣和推动相关产
业的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此次千年湘菜全国巡回展是
全国首个关于湘菜的展览， 首站
长沙的展出时间持续至今年2月
下旬。接下来，还计划在上海、深
圳、北京、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巡
展， 让五湖四海的食客们都能近
距离感受到“舌尖上的湘菜”，促
进湘菜文化传播， 助力湖南餐饮
市场发展。

■记者 朱蓉 潘显璇

本报1月23日讯 沪指涨
1.13%、深证成指涨2.97%、创
业板指涨8.68%，从本周的整
体表现来看，A股三大指数表
现依旧不错，股民投资热情高
涨。 春节临近，“春季红包行
情”会持续多久，该如何布局？

【行情】创业板指今年已上
涨超13%

1月22日，本周最后一个
交易日，A股市场低开低走，
沪指开盘后不久直接跌破了
3600点关口， 但午后跌幅收
窄，又重拾3600点。

至1月22日收盘，上证综
指跌0.4%， 报3606.75点；深
证成指涨0.7%， 报15628.73
点； 创业板指涨2.27%，报
3358.24点。至此，本周上证
综指涨1.13%， 深证成指涨
2.97%，创业板指涨8.68%。

值得一提的是， 创业板
指自1月4日突破3000点大关
后一路向上， 今年以来累计
上涨13.21%， 大幅领先沪深
300指数。

同时， 今年以来创业板
前十大市值公司悉数上涨。
其中， 市值最大的宁德时代
涨超16%，东方财富、亿纬锂
能、芒果超媒等涨超20%。未
跑赢创业板指的仅有2家公
司。作为对比，创业板市值最
小的10家公司今年以来悉数
下跌。由此可见，机构抱团趋
势有所分化， 但核心资产仍
是资金最爱。

【趋势】“春季躁动”行情
有望持续

对于后市大盘走向，机
构纷纷发表了看法。

中原证券认为， 增量资

金进场做多的意愿较为强
烈， 建议投资者积极把握行
业轮动带来的投资机会。短
线谨慎关注电子科技、 医药
制造、有色金属、酿酒以及有
色金属等板块的投资机会，
中线继续关注低估值蓝筹股
的投资机会。

国盛证券分析， 在流动
性相对充裕环境下，“春季躁
动”行情有望持续，注意题材
上的高低切换。 操作上以业
绩预增、低估滞涨、政策优势
的个股为大方向。

财信证券指出，短期内，
倾向于认为机构抱团行情还
未终结， 但考虑到新入场资
金不足以撬动所有机构板块
行情， 资金可能会进一步聚
焦， 后续机构抱团板块也可
能出现明显分化。 综合考虑
成长性及主题事件刺激，机
构抱团板块中， 有色/电新/
医药板块的行情持续性可能
比家电/白酒板块要更长，建
议关注有色/电新/医药板块
的优质龙头。

山西证券表示， 虽然目
前A股市场机构投资者抱团
依旧紧密， 增量资金对于一
些热门标的购买热情短期内
将有所恢复， 建议投资者对
相关标的的投资周期拉长，
等待盈利预期进一步上涨后
的介入机会。

天风证券指出， 春季躁
动或持续到2月底，随着前期
抱团股的松动， 行情已经正
式进入到下半场。 资金有望
从高估值板块流入前期回调
较多、估值较为合理的电子、
计算机、金融等板块。抱团龙
头的市场风格有望切换，近
期集中关注前期被错杀的、
业绩好、估值低的中小票。

■记者 潘显璇

“我们之前在高新区麓谷附近办公， 去年年底搬到了梅溪
湖的一写字楼， 有不少房企都搬过来了， 同行交流也比较方
便。”长沙一房企品牌负责人介绍。

据戴德梁行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四季度末，长沙市甲级写
字楼市场平均租金86.8元/平方米/月， 同比下降约13.5%；从
成交驱动因素来看， 升级搬迁成为2020年长沙甲级写字楼租
赁成交的主要驱动因素，约占总成交面积的36.9%。

■记者 卜岚

支付宝、微信进一步被规范
央行：非银行支付机构备付金
全额集中交存至央行或合规商业银行

自疫情爆发，实体零售受到影
响，不少品牌因经营不善而选择闭
店，叠加部分购物中心品牌更新的
影响，去年长沙优质零售市场整体
空置率也明显上升。

数据显示，从新开业店铺分业
态面积占比来看，零售、餐饮业态
为去年长沙市优质零售市场租赁
成交的主推力，分别占全年新开店
面积约36.0%和34.0%； 其次是儿
童业态， 大面积儿童娱乐业态的
扩张使其在全年新开店面积的占
比同比上升。此外，简快餐表现亮
眼，主要以小小德、擂饭等中式快

餐为主，在新开店铺数量中占比约
17.9%，同比上升14.2%。

“未来三年， 长沙优质零售市
场将迎来约74.5万平方米新增供
应入市。其中，洋湖商圈供应占比
将达到34.2%。”戴德梁行研究院副
院长、华南研究部董事张晓端分析
认为，新的一年，汽车体验馆、中式
简快餐以及多元化的休闲娱乐等
将助力后疫情时期长沙零售商业
的发展；且随着政府一揽子产业支
持政策的出台，5G、 工业互联网等
新兴产业以及传统产业转型等将
为长沙办公市场带来更多的需求。

升级搬迁约占总租赁成交面积的36.9%

零售、餐饮业态成优质零售市场租赁成交的主推力

品味“舌尖上的湘菜”
“千年湘菜全国巡回展”
长沙站启幕

创业板指一周大涨8.68%
A股“春季红包行情”可期？
业内分析：春季躁动或持续到2月底

消费者在参观“千年湘菜全国巡回展”。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