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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在 100 万—500 万的近 70 个城市落户或将放宽，
业内称或将变相降低购房门槛，应避免楼市大起大落

近70个城市落户或将放宽

谨防投资客借机炒房
落户、城镇化与房地产息息相关。

4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指出，在

此前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下的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

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

300 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

限制；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500万

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

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

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

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

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

数占主要比例。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关于落户政

策的表述，与此前的《国家新型城镇化

规划（2014—2020 年）》（下称“《规

划》”）的表述有着很大的变化。《规划》

指出，合理放开城区人口 100 万—

300 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

城区人口 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落

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 500 万以

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特大城市可

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落户通

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

分析来看，100 万—300 万人口

的城市，表述从“合理放开”到“全面取

消落户限制”，300 万—500 万人口的

城市，表述从“合理确定”到“全面放宽

落户条件”，500万以上人口的超大特

大城市，表述从“严格控制”到“大幅增

加落户规模”。总体来看，落户政策正

全面放宽。

在业内人士看来，放宽落户条件

有助于降低人口导入门槛、加快农民

的市民化进程，预计会形成一波新的

红利，这其中就包括对于购房需求的

提升。

根据上述《任务》，从人口上来看，

哪些城市将具备放宽落户的条件呢？

住建部发布的《2017 年城乡建设

统计年鉴》显示，城区人口超过 500

万的城市有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

及重庆、天津、成都、南京、武汉等二线

城市。城区人口在 100万—500万的

城市近 70 个，其中 300 万—500 万

人口的城市分别有西安、沈阳、哈尔

滨、昆明、郑州、杭州、济南、青岛、大

连、长春、太原等；100 万—300 万的

城市分别有太原、长沙、苏州、石家庄、

南昌、汕头、南宁、福州、无锡、合肥、东

莞、乌鲁木齐、贵阳、洛阳、徐州、厦门、

唐山、宁波、邯郸、兰州、临沂、淄博、常

州、温州等。

专家称将刺激购房需求
落户带来人口的流入，人口的流

入带来居住、教育、医疗等各种衣食住

行方面的需求。因此，落户与房地产密

切相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

院长任泽平在谈到房地产发展时曾提

过一个观点：“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

地，短期看金融”。在他看来，从房地产

的供需角度看，人口是需求，土地是供

给，金融是杠杆。所以房地产核心就是

看人往哪里流动，这个区域土地供给

情况，以及金融货币杠杆情况。

对于放宽落户政策，易居研究院

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这或

将强化各地人才落户等相关政策，对

购房需求等影响比较大。其中，对于

500 万人口以下的大城市，要全面放

宽落户政策，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

户政策，这意味着后续类似大中专院

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仅不会设置障

碍，而且还可能会给予各类鼓励措施，

诸如购房和租房补贴等。另外，政策有

较大突破的还有超大特大城市，此类

城市过去落户政策比较紧，有所调整，

明确了要把社保和居住证等作为落户

的主要因素，这样是有助于一些工作

时间长、有比较稳定就业机会群体落

户，这也体现了公平性。

在同策研究院总监张宏伟看来，

落户新政主要是针对中小城市，对其

人口导入有一定的作用。在他看来，目

前这些城市的房地产仍存在去库存压

力，通过人口导入，将能够刺激购房需

求，有利于去库存。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

认为，目前来看，全国除了京沪，大部

分城市落户难度已经不大，放开落户

政策，有利于已经在城市生活的群体

获得城市的公共资源。对房地产市场

来说，也有了稳定的市场需求。

但一位不愿具名的房企高管给出

不同看法：“落户新政对于推动城镇化

进程，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估计过

高。因为政策主要还是推动农村人口

进城落户，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

农村土地确权，越来越多的农村人，不

想放弃农村的土地和房产权益，进城

而不一定落户，因此，对楼市不会有太

明显的影响。”

警惕投资客借政策落户购房
事实上，此前已经有不少城市放

宽了落户限制。中原地产统计显示，

在 2019 年发布各种人才引进与落

户政策的城市已经超过 50 个，从

力度与数量来看，刷新历史纪录。

特别是二三线城市，人才引进与落户

政策井喷。

4月 3 日，杭州发布《关于贯彻落

实稳企业稳增长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政

策举措的通知》，其中指出“全日制大

学专科及以上人才在杭工作并缴纳社

保的，可直接落户”。此前，杭州的落户

政策要求，45周岁以下本科人才及 35

周岁以下专科人才，在杭居住满一年

及以上并连续缴纳一年以上的社会保

险（不含补缴）。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石家庄出台的

“零门槛”落户政策。3 月 18 日，石家

庄发布新政称，全面放开城区、城镇落

户，民众仅凭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就可

向落户地派出所申请户口迁入市区、

县（市）城区和建制镇，配偶、子女、双

方父母户口可一并随迁。

仅凭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就可以

落户，可以说基本是“零门槛”，在吸引

人才方面，石家庄可谓拿出了最大的

诚意。此外，包括杭州、南京、西安、武

汉、郑州、天津、长沙、成都等城市都已

执行了宽松的人才落户规定。

落户政策在争夺人才的同时，也

变相降低了购房门槛。众所周知，多数

城市的限购政策，多以户籍为衡量标

准。大多数城市的购房标准都是本地

户籍可购房两套，外地户籍可购买一

套。

张大伟表示，人才政策变相地降

低了限购门槛，将人才吸引来之后，推

向本来就供需结构紧张的房地产市

场，这明显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上涨

预期。“大部分城市没有做好吸引人才

后如何留住人才的准备，简单的吸引

只能导致房地产市场波动，甚至有可

能出现炒房客借助人才政策在不同城

市落户购房的可能性。” 据新华网

截至 4月 11日，科创板受理企业增至 65 家，其中

11 家曾申请在 A股其它板块上市。此外，部分科创板

受理企业具有挂牌新三板、中概股回归等资本市场经

历。分析人士认为，众多企业“转战”科创板体现了科创

板的战略定位和强大吸引力，科创板的推出为企业提供

了更具包容性的上市渠道。但科创板的战略定位以及

严上加严的披露和问询要求，将充分考验这些企业成

色。

严上加严考验企业成色
对于众多企业“转战”科创板，一家保荐机构负责人

认为，原因多种多样。“最主要的是科创板推出的战略

意义，无论是上市标准、上市程序还是整体的战略定位，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

光大证券分析师赵湘怀认为，科创板意义重大，体

现在支持创新企业融资、助力科技强国、完善资本市场

基础制度、深化资本市场改革等方面。

“另外，此前部分企业终止 A股上市是因为不符合

上市条件、上市流程较长等。”上述保荐机构负责人表

示。

不过，记者采访发现，无论是受理企业还是保荐机

构、律所等都认为选择科创板绝非因“低标准”。“科创

板是资本市场的重大战略创新，上市标准、上市流程等

创新不等于标准降低，强化信息披露、保荐机构跟投等

制度设计之下，是公平、公开、公正的上市过程，有问题

就会被问询，有情况就要做说明，这一切都会放在台面

上。”一家科创板受理企业的保荐机构项目负责人士说。

11 家公司曾拟A股上市
记者查阅证监会网站发现，65 家科创板受理企业

中，申联生物、创鑫激光、龙软科技、南微医学、美迪西、

杰普特、贝斯达、宝兰德、方邦电子、晶丰明源、联瑞新材

11家公司曾向证监会申报首发材料。

首发审核未通过企业有申联生物、龙软科技、贝斯

达、宝兰德、晶丰明源、方邦电子 6 家。具体来看，申联

生物 2016 年 12 月首次申报招股说明书，拟发行不超

过 3306 万股，2018 年 1 月审核未通过，发审委关注公

司与相关方的纠纷、公司政府采购比例较高等问题。

龙软科技 2014 年 6月首次申报招股说明书，创业

板发审委 2015年 5月审核未通过，发审委关注公司净

利润逐年下滑等问题。贝斯达在 2017年 5 月首次申报

招股说明书，2018年 1月首发审核未通过，发审委关注

到公司各期应收款项余额较大等问题。宝兰德在 2016

年 5 月首次申报创业板招股说明书，2017 年 5 月审核

未通过。晶丰明源 2017 年 9月首次申报招股说明书，

2018 年 7 月审核未通过。方邦电子 2016 年 6 月首次

申报，2018年 4月审核未通过。

创鑫激光、南微医学、美迪西、杰普特、联瑞新材 5

家企业此前申请A股上市，在审核过程中终止审查。创

新激光在 2017 年 6 月首次申报创业板上市申请，拟发

行不超过 2300 万股，2017 年 10 月终止审查。南微医

学 2017 年 5 月首次申报上交所主板上市，拟发行不超

过 3334 万股，2017 年 12 月收到审查反馈意见，2018

年 3月终止审查。美迪西在 2017 年 6月首次申报创业

板上市申请，2018年 2月终止审查。杰普特在 2017年

6 月申报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申请，2018 年 1 月收到

审查反馈意见，当年 3月终止审查。联瑞新材在 2017

年 12月申报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2018年 4月终止审

查。

部分企业来自新三板、中概股
除了上述曾经拟 A股上市的公司外，一些科创板

受理企业从新三板乃至中概股“转战”而来。

江苏北人于 2016 年 3 月挂牌新三板；3 月 22 日，

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科创板上市申请获受理。目前公

司在上交所科创板审核系统的状态是“已问询”。公司

2018 年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4.13 亿元，同比

增长 64.5%；实现净利润 4841.49 万元，同比增长

42.19%。此外，紫晶存储，2016 年在新三板挂牌，并于

2018年 7 月终止挂牌。财务数据显示，2016年至 2018

年，紫晶存储营业收入分别为 1.49 亿元、3.13 亿元和

4.02 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 3307.83 万元、

5363.85 万元和 1.05亿元。

属于中概股回归的企业是澜起科技。资料显示，该

公司 2004 年由外商独资设立，生产数字电视机顶盒芯

片和高端计算机内存缓冲芯片两种核心技术相同的产

品。2013 年 10 月登陆纳斯达克，在美国上市期间，公司

因被做空机构指控财务造假而遭遇诉讼。虽然调查结

果显示指控不实，但是最终在一年后退市，被有国资背

景的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子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联合接手。

据《中国证券报》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统计，今年 3 月

份，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 14.35 元，同

比上涨 14.3%，其中河北、天津、江苏等

省月平均价格环比涨幅均超过 20%。另

外，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和山东卓创

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监测，2019 年第

14 周（即 4 月 1 日—4 月 4 日），16 省

（直辖市）瘦肉型白条猪肉出厂价格总指

数的周平均值为每公斤 20.38 元，环比

上涨 0.4%，同比上涨 46.4%。

对此，中金公司表示：去年 3 月份至

5月份 CPI 食品项基数较低，食品在猪

价回落带动下持续走低，而今年南方雨

水多，3 月份至今蔬菜价格依然坚挺，叠

加刚刚开启的猪肉价格上涨周期，预计

今年 3月份至 5月份 CPI 食品项同比回

升的幅度较大，将带动 CPI 整体低位回

升，预计 3月份 CPI 回升到 2%附近。

看好 CPI 回升的机构不在少数，光

大证券指出：CPI 同比涨幅预计分别在

二季度和今年全年有望达到 2.6%至

2.7%的高点，全年中枢或在 2.3%，为近 5

年以来最高水平。中航证券指出：从历史

数据来看，预计 3月份 CPI 环比季节性

更强一些，结合 3月份 CPI 翘尾因素的

回升，预计 3月份 CPI 同比增速会有明

显反弹，2 月份 CPI 可能成为阶段性甚

至是全年低点。国泰君安证券也表示：生

猪已进入上行周期，在其推动下预计未

来CPI 加速上行，而 CPI 上行期间，大众

品龙头受益明显。

若CPI 如预期上行，食品成为机构

公认的最受益领域之一。国泰君安证券

指出，CPI 价格因素推动下大众品主要

子行业收入增速提升明显。但由于成本

压力提升，乳制品、调味品行业毛利率有

所下滑，亏损企业数量占比会出现明显

提升，行业内中小企业将加速退出行业，

市场集中度有望加速提升。龙头企业将

受益于此，进一步提升市场份额，收入、

利润有望加速增长。可重点关注伊利股

份、中炬高新、海天味业、双汇发展等 4

只龙头股。

从整体券商评级来看，食品龙头股

后市机会也被机构扎堆看好，海天味业

（31家）、中炬高新（26家）、双汇发展（21

家）、涪陵榨菜（19 家）、桃李面包（18

家）、伊利股份（17 家）和广州酒家（14

家）等 7 只个股被机构扎堆看好，近 30

日内机构给予的买入或增持等看好评级

家数均在 10 家以上。

上述 7 只个股整体业绩也十分突

出，2018 年净利润均实现同比增长，涪

陵榨菜（59.78%）、中炬高新（34.01%）、

桃 李 面 包 （25.11%） 和 海 天 味 业

（23.60%）年报净利润同比增幅居前，均

在 20%以上。结合历史业绩来看，也十分

喜人，中炬高新近三年净利润均实现不

同程度增长，涪陵榨菜实现了 2015年以

来连续 4年净利润同比增长，海天味业、

桃李面包、伊利股份、广州酒家更是实现

了 2014 年以来连续五年净利润同比增

长。

机构扎堆看好、业绩稳健增长的海天

味业近五年净利润同比增幅分别为：

30.12% 、20.06% 、13.29% 、24.21% 、

23.60%，是上述 7 只个股中唯一连续五

年净利润同比增幅超 10%的个股，成长

性十分突出。对于该股，上海证券预计公

司 2019 年至 2021 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分别为 52.28 亿元、61.86 亿元、

72.43 亿元，对应每股收益分别为 1.94

元、2.29 元、2.68 元。公司是调味品绝对

龙头，高端酱油快速增长带动结构升

级；蚝油持续放量，未来高端蚝油占比

提升有望改善毛利；调味酱渠道调整渐

进收尾，2019年期待恢复性增长，整体

业绩确定性较强。另外，2019 年是公司

三五计划的开局之年，业绩指引预期分

别为营收 197.6 亿元（+16%）、净利润

52.38 亿元（+20%）、扣非净利润 49.5 亿

元（+20%），经济增速上行承压之际公

司并未降低增长预期，体现公司穿越经

济周期的强能力。首次覆盖，给予“增

持”评级。

据《证券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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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机构预计二季度起CPI 将回升 龙头股业绩或加速增长

“转战”科创板企业成色面临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