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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
了 房 地 产 市 场 的 最 新 数
据，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首席统计师绳国庆介绍，5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延
续降势，但降势趋缓，新
建商品住宅环比下降城市
个数减少。

从环比看，5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城市有
43个，比上月减少4个；70
个大中城市中，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环比下降城市有 53
个，比上月增加3个。从同
比看，5月份，一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3.5%和
1.7%，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
0.4和0.7个百分点；二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
比上涨0.3%，涨幅比上月回
落0.7个百分点；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下降1.7%，降
幅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付凌晖说，房地产市场
今年以来整体处于下行态
势。尽管房地产投资出现
下降，但是随着房地产市
场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坚
持“房住不炒”，持续稳房
价、稳地价、稳预期，因
城施策，积极推进保障房
和长租房建设，有利于房
地 产 市 场 健 康 发 展 。 同
时，近期各地也在加大稳
定房地产市场政策措施的
实施力度，采取多种措施
有效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
求，加之房地产中长期贷
款利率下调、居民购房负
担降低，都有利于房地产
市场趋稳。

一方面，住房交易市
场逐步走稳，向市场传递
了信心。贝壳研究院首席
市场分析师许小乐认为，
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的作
用下，5月新房价格环比边际改善、环比跌幅收窄、下
跌城市个数减少，释放出中国房地产市场进一步趋稳
的积极信号。“6 月以来，各地对合理住房需求的政
策支持力度仍在加强，对房地产企业融资支持、风险
纾困等政策也在持续落地见效。从现有成交情况看，
6月上半月贝壳50城二手房日均成交量较5月日均水平
超过 20%。接下来，随着供需两端潜力的持续释放，
后市成交有望延续平稳回暖的态势。”许小乐对本报
记者说。

另一方面，住房租赁市场健康发展，同样释放了
积极信号。近期，各地复工复产有序开展，特别是5、
6月份高校毕业生进入租赁市场，新增租赁需求持续增
长。不过，房租价格相对平稳。据自如相关负责人介
绍，自如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在业主委托价格、房
屋改造和服务成本以及市场供需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
影响下，动态计算每套房源价格水平，严格规定了涨
幅上限值，以保证租金在长时间内处于合理平稳水
平。“今年第二季度，自如全国租金水平保持整体平稳
的状态，环比波动幅度在上下2%范围内。目前客户续
约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涨幅在2.5%至3%。”

金融政策为房地产市场延续走稳态势创造了有利
条件。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中国幅员辽
阔，房地产市场区域特征明显，不同城市之间、不同
地区之间差别较大，房地产市场调控需要坚持因城施
策、因地制宜。“近期，已有多个城市在国家房地产市
场长效机制的框架下因城施策，优化完善房地产政
策。中国人民银行也会同银保监会将全国层面首套住
房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下调20个基点。”潘功胜说，
中国城镇化仍处于发展阶段，居民家庭改善性住房需
求潜力较大，租购并举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按照探索新发展模式的要
求，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更好满足
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稳妥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
管理制度，加快完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体系，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房地产的产业链比较长，对相关行业拉动较大。
随着房地产市场逐步趋稳，相信下半年对经济稳定的
作用会逐步显现。”付凌晖说。

电力供需“紧平衡”

每逢夏季，与气温一起攀升的还有用电量。
“天气一热，每月的电费就明显多了。”江苏省张家

港市一家笔记本零部件加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不仅
办公楼要开空调，生产车间也得加大换气设备投入。暑
期这几个月，电费支出要比平时高一大截。”

6月至9月是用电高峰期。高温天气尤其是极端高温
导致的空调降温用电需求激增，是夏季电力供应紧张的
主要因素。此外，夏季多雨易发汛情，部分地区存在电
力设备受损停运隐患，也对生产生活用电造成影响。

今夏，电力供求形势如何？
国网能源研究院经济与能源供需研究所宏观经济研

究室主任吴姗姗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国内疫情防控形
势总体向好，稳增长的政策措施效果逐步显现，随着企
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部分行
业和地区用电预计较快增长。”

用电需求攀升，给电力供应带来挑战。
河南省电力公司预测，迎峰度夏期间河南省电力保

障形势较为严峻复杂，预计今年河南电网最高负荷7500
万千瓦，同比增长550万千瓦，增幅为7.9%，其中驻马
店市、信阳市最高负荷增长预计超过20%。浙江省发改
委主任孟刚表示，今年以来，受国际形势、供需关系等
影响，能源资源量紧价高，浙江省能源保供稳价面临较
大压力，预计迎峰度夏电力最大缺口将达650万—750万
千瓦。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报告认为，受国内外疫
情、燃料供应、气温、降水以及煤电企业持续大面积严
重亏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电力供需形势存在不确定
性。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
用电高峰时段电力供需偏紧。其中，东北、西北区域电
力供需基本平衡；南方、华东、华中、华北区域用电高
峰时段电力供需偏紧。

保供有坚实基础

迎峰度夏，能源及电力企业全力保供。
6月2日，一场防汛应急联合演练在国家能源集团大

渡河公司大渡河流域梯级电站展开。“流域普降暴雨，流
量持续增加，大渡河各电站将达警戒流量”“现正式启动
生产指挥中心防洪应急预案Ⅳ级响应”“立即投入防汛备
用电源，协调检修公司增派力量参与设备抢险”……国
家能源集团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电力保供必须做好极
端天气应急准备，防患于未然，以确保生产生活用电不
因气候变化产生过大波动，包括做好气象水情、防洪风
险预判和电力调度预案等。

除了维护运营好现有电力设备，新增电能对于迎峰
度夏电力保供也十分关键。

6月1日，华能大连热电厂3号35万千瓦机组成功通
过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投入商业运营。作为辽
宁省电力保供重点项目，该机组主要经济、技术、环保
指标优良，投运后将有效缓解辽宁迎峰度夏电力供应紧
张局面。放眼全国，今年前5个月，国内新增发电装机
容量5298万千瓦，比上年同期多投产1555万千瓦，将有
效满足夏季用电高峰期的电力需求。

“做好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有坚实的基础。”国家
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说。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
量达24.2亿千瓦，在迎峰度夏之前有望增加到24.5亿千
瓦。同时，今年各大流域来水好于预期，截至 5 月中
旬，全国水电发电量同比增长19.3%，重点水电厂可发
电水量同比增长25.5%。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1.59亿吨

以上，同比增加5000多万吨，可用天数32天。“我们有信
心有能力保障全国电力迎峰度夏平稳有序。”赵辰昕说。

去年下半年，有地区运动式“减碳”，导致拉闸限
电，给正常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前不久召开的国务
院常务会议强调，决不允许拉闸限电。在电力供需紧平
衡的背景下，如何确保实现这一点？

吴姗姗认为，一方面，要加强能源形势跟踪分析及
安全预警，加大电煤生产、运输协调和价格监督，确保
电煤持续稳定供应和价格稳定，保障燃气发电比重较大
地区的燃气供应。另一方面，要督促发电企业加强在役
机组运行管理，减少非计划停机，保障机组稳发满发；
督促电网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发挥好电网配置资源
作用，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准备，确保电力保供无
虞。目前，各地电力供应企业已积极行动起来，统筹做
好电力保供和绿色低碳。

统调电厂存煤处于高位

中国是煤炭大国。近年来，新能源快速发展，风
电、光电的供应量持续提升。但总体看，煤炭在能源供应
中仍承担着“压舱石”作用，煤电占全社会发电量60%左
右。在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的背景下，煤炭供应如何？

落实煤炭保供稳价，成效显著。以国家能源集团为
例，截至6月15日，国家能源集团旗下准能集团累计完
成自产商品煤2705万吨，发电15.88亿度，剥离11902万
立方米，持续为能源保供蓄力。中国煤炭运销协会有关
负责人透露，包括国家能源集团、中煤集团、晋能控股
等在内的16家大型煤炭企业全力完成中长期合同签订、
履约和进口煤补签任务，1—4 月合同履约率达到 98%，
超额完成国家指标，助力煤炭市场平稳运行。

部分产煤大省加快释放先进煤炭产能，蓄力稳库
存。山西省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张翔介绍，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山西对符合核增条件的煤矿“应核尽核、应增尽
增”，加快具备条件的停建缓建煤矿复工建设，有序推进

煤炭资源接续配置，适度布局先进产能项目。内蒙古有
关部门提出，在确保安全清洁高效利用的前提下，有序
释放煤炭优质产能。推动保供核增产能和调增建设规模
煤矿手续办理，尽快实现依法依规生产。

价格形成及监管机制日益完善。5月1日起，国家发
改委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
通知》正式实行，明确了煤炭 （国产动力煤）中长期交
易价格合理区间。此后发布的《关于明确煤炭领域经营
者哄抬价格行为的公告》对煤炭领域哄抬价格违法行为
作出界定。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发现价格超
出合理区间时，将立即进行提醒约谈，必要时通过调
查、通报等手段，引导煤炭价格回归合理区间。

“从当前情况看，煤炭保量稳价政策成效较为明
显。”吴姗姗告诉本报记者。保量方面，1—5月，全国
累计生产原煤18.1亿吨，同比增长10.4%，表明国内煤
炭自给能力有所提高；稳价方面，5 月底，鄂尔多斯
5500大卡电煤坑口价、秦皇岛港5000大卡动力煤平仓价
同比分别增长7.8%、36%。相比之下，5月底澳大利亚纽
卡斯尔港动力煤价格指数、南非理查兹港动力煤价格指
数同比分别上涨235.5%、196.1%，国内煤炭价格波动幅
度远低于国际市场。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目前全国统调电厂
存煤处于历史高位，为迎峰度夏电力保障创造了条件。
下一步将全面加强燃料供应保障，包括抓好煤炭增产增
供，狠抓电煤中长期合同签约履约，集中资源保障电煤
供应和顶峰发电天然气供应。同时促进各类发电机组应
发尽发，确保火电出力水平好于常年，多发水电节省电
煤消耗，促进风电、太阳能发电多发满发、能用尽用。
还得优化电网运行调度，发挥大电网资源优化配置平台
作用，加大跨区跨省余缺互济力度，规范启动应急调
度，保障电力有序供应。此外，将完善应急保供预案。
孟玮表示：“鼓励通过市场化需求响应减小尖峰电力缺
口，督促各地细化完善各种情形下的应急保供预案，提
前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做到有备无患，确保极端条件下
民生和重点用能不受影响。”

入夏以来，全社会用电量逐步攀升——

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有信心
本报记者 廖睿灵

6月21日是夏至，一年中最热
的时节到来。近日，多地发布高温
黄色预警，部分地区温度高达40摄
氏度，居民用电量明显上升。而随
着疫情稳定，企业也开足马力复工
复产。电力需求迎来一年中的高峰。

今年迎峰度夏形势如何？全国
电力供应是否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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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21日电（记者贺
勇） 交通行业是减污降碳的重点领
域，北京市制定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实施方案，大力推进车辆“油换
电”，2025年全市新能源汽车累计保
有量力争达到200万辆。

近年来，北京市构建了国内最
严格的机动车排放污染防治体系，
推动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北京主
要采用持续推进移动源污染防治和
努力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这两大抓手
实现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北京市
机动车排放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曹
宏林在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主办的

“我与低碳交通”线上访谈活动中
表示。

推广新能源汽车，是优化车辆
能源结构关键且有效的举措。北京
交通发展研究院节能减排中心主任
刘莹介绍，新能源车不仅是应对气
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的核心策略，也
是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当
前，按消耗的油和电核算，一辆汽
油小客车年碳排放量约 2.5 吨，一
辆新能源小客车年碳排放量约为
1.2 吨，而且随着发电端风电、水
电等绿电比例的提高，新能源车碳
排放量还会大幅降低。”

通过“油换电”，北京公交集团
已逐渐摸索出独具北京公交特色的
发展模式，形成了以纯电动为主、
混合动力为辅、燃料电池为补充的

发展方向。据北京公交集团有关负
责人介绍，与2016年相比，2021年
北京公交集团能源消耗减少了20万
吨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40
万吨，柴油消耗量由25万吨下降到
10万吨以内。

据介绍，截至 2021 年底，北
京市累计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已
经达到 50.7 万辆。刘莹说，未来
将从三方面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
环境：一是提升充电服务水平；
二 是 激 励 消 费 者 选 购 新 能 源 汽
车；三是积极探索绿色碳激励模
式，比如通过碳市场给予新能源车
消费者、新能源车生产企业更多的
激励和社会认可。

到2025年

北京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力争达200万辆

▲持续高温天气给电力供应带来考
验。电力部门全面增加设备巡视次数，及
时消除各类隐患。图为6月16日，南方电
网广东中山供电局工作人员正在对当地一
处220千伏智能化变电站加强设备检测，确
保迎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孔德淇摄（人民视觉）

▶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近年来
在电力供应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图为日
前，在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临湖光伏电
站，国网涡阳县供电公司员工在对发电设
备进行巡检。

娄延旭摄（人民视觉）

时下，多地水稻进
入移栽期，农民抢抓农
时忙耕作，一派繁忙景
象。图为6月17日，江
苏省宿迁市宿城区耿车
镇刘圩村田地里，农户
正在给插秧机补充水稻
秧盘。

徐江海摄
（人民视觉）

抢抓农时
忙插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