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耘林生命公寓耘林生命公寓，，
养老养老、、投资两相宜投资两相宜

关于停贷，监管层最新回应

案例1：
锡东禧苑业主 郁阿姨 医生

既能自己养老，
又能给子女留下一份资产

郁阿姨，70余岁，原是陪同朋友到
耘林看看，参观体验了一圈下来，她自
己动心得比朋友还要快。郁阿姨说，这
就是自己一直所向往的理想养老生活
啊。于是当天就果断把股票抛了提现，
买入一套锡东禧苑57㎡的养老公寓。
交房当天就开始忙着装家电装窗帘。

郁阿姨平时是个爱热闹的人，很喜
欢交朋友，一搬过来就和隔壁的邻居聊
得很熟，两人相处得也很合拍，经常相
约一起去共享大厅做活动。

因为耘林的社区是开放式的，郁阿
姨经常邀上朋友来小聚，还时不时地约
老同学一起在包厢里聚餐，感觉比自己
家里方便太多，因为以前老同学聚餐都
需要到外面订饭店，比较麻烦，现在直
接让同学们来耘林锡东禧苑聚会，就在
自家楼下，聚完大家还喜欢散步去映月
湖公园的花海拍拍照，环境不要太好
哦。

郁阿姨说，当初买养老公寓，老伴
是不同意的，觉得自己还年轻着呢，但
郁阿姨觉得养老是大问题，提前考虑总
没错，更别说耘林的养老模式是这样的
快乐无忧。现在老伴对自己的明智之
举甚为满意。

案例2：
锡海珈苑业主 李女士 个体老板

耘林开发到哪里，
她就投资到哪里

李女士夫妻俩是个体老板，近几年
投资了几套传统公寓产品，可一直不见
起色，有的只能亏本出售了。后来朋友
给他们介绍了耘林生命公寓，他们在实
地勘察后非常认可耘林的养老模式，夫
妻俩商量后决定先买一套试试，既可以
投资，以后老了自己也能养老。

2019年6月李女士以53.5万购入
锡海珈苑一套公寓，2021年初交付后，
房价就一直上涨，李女士把房子拿出来
出租，租金回报率也达到年化7.8%，竟
比银行存款利息高2倍，还出现一房难
求的魔幻现象。

自此李女士夫妻对耘林的项目更
有信心，随着耘林其他项目的上市，李
女士需要资金回笼购买其他项目，最终
她以85万的价格将锡海珈苑的房屋售
出。从之前的犹豫、担忧到现在成为耘
林的铁粉，李女士说，耘林开发到哪里，
她就投资到哪里，她觉得以后耘林这样
的养老公寓不愁卖不出去。退一万步
来讲，就算卖不出去，自己和父母也可
以用来养老。

据了解，目前包括河南、江
西、山西、湖南、湖北、广西、广
东、山东、四川、安徽、重庆在内
的十余个省市均涉及烂尾楼停
贷风波。

根据网上流传的一份统计
数据，截至7月13日，全国已有
超150个烂尾楼项目被业主宣
布“强制停贷”。其中，河南成

“重灾区”，占据30余个。从牵
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来看，多
为恒大、富力、蓝光、泰禾、绿
地、融创、正荣、阳光城等已经
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房企。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最近关注到个别房企楼
盘出现延期交付情况，这件事
的关键在于“保交楼”，对此银
保监会高度重视。下一步工作
中，银保监会将继续贯彻落实

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坚持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金融政
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保持房地
产融资平稳有序，支持商品房
市场更好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
需求，引导金融机构市场化参
与风险处置，加强与住建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协同，支持
地方政府积极推进“保交楼、保
民生、保稳定”工作，依法依规
做好相关金融服务，促进房地
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针对停贷风波愈演愈烈，
部分地方为防范商品房延期交
房问题，也及时出台了一些措
施。

7月14日，西安市五部门
印发《关于防范商品房延期交

房增量问题的工作措施》（以下
称《措施》）要求，强化商品房预
售资金监管。商品房项目完成
主体结构验收前，累计使用重
点监管资金不得超过总额的
50%。对于商业银行违反预售
资金监管协议，未经辖区住建
部门核实同意，擅自拨付监管
资金的，应当负责追回资金；无
法追回的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

《措施》提出，严格执行土
地出让规定，确保购地资金合
规，实施项目建设全过程监
管。加强商品房预售许可管
理，规范开发企业销售活动。
此外，《措施》还强调规范商品
房交付行为，建立预查验制度，
公示交房资料，健全房地产信
用管理。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多个地区的楼盘业主因项目延期交付宣布
停止还贷，这一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此，监管层及时作出回
应。

7月14日，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引导金融机构市场化参
与风险处置，加强与住建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协同，支持地方政府积
极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

监管层及时回应，地方开始“打补丁”

部分楼盘的停贷，也将银
行推上风口浪尖。

7月14日，工、农、中、建、
交、邮储六大国有商业银行，招
商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
行，以及部分地方商业银行均
对外发布公告。从各大银行开
展的排查情况来看，所涉业务

规模较小，资产质量稳定，总体
风险可控。

值得注意的是，兴业银行
目前涉及“停贷事件”楼盘相关
按揭贷款余额达16亿元（其中
不良贷款余额0.75亿元），已出
现停止还款的按揭金额3.84亿
元，主要集中在河南地区。

工商银行目前停工项目涉

及不良贷款余额与农业银行初
步认定存在“保交楼”风险的楼
盘涉及逾期按揭贷款余额虽然
都超过6亿元，但涉及金额占两
家银行按揭贷款余额比例仅为
0.01%左右。

此外，中国银行和建设银
行在公告中未披露具体数字，
但也均表示总体风险可控。

多家银行发声：所涉业务规模较小，总体风险可控

自2021年起，随着房地产
调控政策收紧尤其是房企融资

“三道红线”、房地产贷款集中
度监管等金融政策的实施，房
地产行业高杠杆、高负债、高周
转的模式不可持续，加之疫情
反复等因素对房地产销售回款
造成扰动，部分高负债、高周转
房企风险集中爆发，相继出现
债务危机甚至破产清算，其中
更是不乏一些百强房企。

据CRIC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1年末24个重点监测城市
尚未交付的问题项目总建面约
2468万平方米，占2021年商品
住宅成交总面积的 10%。其
中，郑州、长沙、重庆、武汉等地
尚未交付问题项目总建面均超
200万平方米、总套数均超2万
套。

在此轮房地产行业深度调
整过程中，销售及融资端双双
承压，无疑使房企困境进一步
加剧，也让部分问题房企项目
烂尾风险的概率仍在继续增
加。

从目前网上流传的停贷公

告来看，大部分业主因为无法
按期收房而选择主动停贷。这
也就意味着，“促复工、保交付”
仍是预防和解决停贷风波问题
的核心。

对此，中房研协测评研究
中心分析认为，针对已停工项
目，政府要主动做好摸排工
作，了解项目停工原因，积极
盘活问题项目。针对具备开
发能力但短期资金周转困难
的企业，可牵头组织金融机
构、投资机构、施工方、供应商
及开发商等多方协调工作，稳
融资、缓债务，加快推动项目
复工。针对已不具备开发能
力、企业经营风险较大的企
业，可鼓励优质房企接盘，并
在项目兼并购上给予融资贷
款等适度支持。

对于房企，流动性压力仍
是摆在大多数房企面前的难
题。一方面，要求政府及银行
业金融机构落实支持房企合理
融资需求相关举措，不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推动房企融资
环境改善，另一方面，要在调控

政策层面继续发力，强化支持
和保障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激活房地产市场发展活力，
提振市场信心。与此同时，房
企自身也应拒绝躺平、积极自
救。

就银行及相关监管部门而
言，政府应进一步强化其监管
责任，要求严格落实全国及地
方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办
法，加大监管力度和违法违规
行为惩处力度。此外，银行在
此过程中是否存在同时扮演

“运动员”和“裁判员”，也将对
监管的规范性和公正性提出挑
战。

而对于购房者而言，强制
停贷多为无法按期收房甚至遥
遥无期之下的无奈之举。因
此，要以建设性的态度解决而
不是以征信“恐吓”。除加快协
助满足业主“促复工、保交付”
的合理诉求外，政府应组织购
房者与贷款银行协商，对延期
交付楼盘的业主住房贷款进行
适当延期还款处理等。

（中房网）

“保交付”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