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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集团&耘林集团联合出品

为了让老人远离悲伤和孤独，耘林
集团引进了荷兰生命公寓模式。在耘林
生命公寓，年轻人、小朋友都愿意来共享
大厅，不同年龄的人在一起参加活动。
同时，耘林生命公寓也对周边社区开放，
提供康护服务和生活服务。这一方面能
促进可持续发展和运营，另一方面也能
吸引周边社区居民来共享大厅，为大厅
带来不一样的氛围和新鲜话题。如果老
人长期处在封闭的环境里，他们只会关
心病痛，感到不开心。

在共享大厅，有不同年龄的人群，还
摆设有艺术品，提供美食和各色茶饮，时
不时还有表演和活动。除了耘林业主，
周边社区的居民也都可以来大厅活动。

除了吸引周边居民前来及提供各种
增值服务，耘林生命公寓还着力打造泛
家庭文化。

泛家庭文化能缩短耘林业主和员工
之间的距离，也能缩短医务人员和老人
之间的距离，不再区分“我们”和“他
们”。多多交流可能让工作人员，尤其是
康护人员，更了解我们业主的身心状况、
过去的经历，也能提供更好的服务。

泛家庭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合每个群
体的知识、技能、经验，尤其是耘林的业
主，他们阅历丰富，他们的工作经验、人
生智慧，都可以启迪年轻人。这类交流
也可以提升业主的自我价值感。作为泛
家庭的一部分，员工应尊重业主，让业主
感到生活的充实、人生的意义，这也有利
于快乐生活。

泛家庭的氛围对大家互相之间的平
等交流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能帮助大家
互相取长补短，温馨的大厅氛围也能吸
引业主、员工和志愿者。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需要陪伴和
集团归属感。除了自身家庭之外，志愿
者团队、合唱队、舞蹈队、阅读社等等都
可以创造团队感，这也是泛家庭文化的
一部分。

目前，平均寿命上涨，社会生育率降
低，人口流动率提高，到了老年时期，独
自生活的概率大大上升。随着科技发
展，有些人可能可以借助先进科技，丰富
生活，降低生活中的孤独感。但很多老
人没有这样的精力去学习使用新科技产
品，独自生活，日子过得比较乏味，感到
孤独，这就可能导致心情抑郁。对此，药
物治疗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在
65-80岁的人群中，抑郁症是常见疾
病。根据调查，居家生活的老人中，超过
20%出现抑郁症相关症状。而抑郁症的
症状和失智症、健忘症很像，常被家人认
为是在抱怨、不爱动、不开心。抑郁是无
法单纯用药物治愈的，还需要其他手段
辅助治疗。如果老人的行动能力、味觉、
嗅觉、视力或听觉已出现退行性改变，那
我们就要关注老人的其他身体机能，让
他们保持活跃，给他们带来生活的快乐，
提供身份认同感。

耘林生命公寓把泛家庭文化的搭建
看作一项重要工作，这其中不仅包含业
主，也包含业主家属、员工、管理人员、供
应商、志愿者，泛家庭文化给耘林生命公
寓带来了别样温暖。

在耘林，感受别样的
温暖大家庭喊出“活下去”的万科，改变

了态度，在其中期业绩发布会上
坚持“短期市场已经筑底，恢复是
缓慢温和的过程”。

万科董事局主席郁亮看到了
“微光”，他说：“市场有高有低，不
可能单边上扬也不可能单边下
跌，要尊重常识、敬畏市场，行业
需要‘生火取暖’。”在万科近期举
办的媒体发布会上郁亮还表示：

“市场的容量还是有的，未来房屋
也会随着老化而自然迭代，未来
是温和恢复的过程，这将是波浪
式的变化。”

不仅仅是郁亮看到“微光”，
碧桂园集团总裁莫斌也在其中期

业绩会上表示，2021年6月份市
场下行到今天，已经进入了底部，
而且是在底部盘整的时候，现在
最重要的就是市场信心的恢复。
他认为2023年6月份市场应该恢
复到健康发展的阶段。莫斌推
断，中国房地产市场每年有超过
10万亿元的规模，这样的规模水
平至少还有10年。

中海地产董事局主席颜建国
认为，房地产市场短期来看依然
是承压的，不过中长期市场是向
好的。未来房地产行业还是一个
很庞大的行业，是一个可以长期
坚持的行业，“市场仍在底部盘
整，信心仍在恢复。”

旭辉集团董事局主席林中表
示，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正处在筑
底恢复的过程中。今年的7月和
8月天气过于炎热，再加上停工的
影响，部分需求被延后。随着政
策、气温等因素的改善，市场恐慌
情绪会消失，需求也将逐步释
放。预计9月、10月房地产销售
额会有20%到30%的增长。

综合来看，众多房企高管在
业绩会上集体打气的主要观点集
中在：行业规模仍然巨大，有需求
就有未来；市场已经筑底，信心在
恢复，过程会比较缓慢；保持积极
的态度，聚焦一二线及核心热点
城市。

房企信心已经开始恢复？
2022年中报季已然过半，从目前已经举行业绩发布会的房企来看，不少房企高管认为，当前房

地产市场已经筑底，行业信心正在恢复。
从数据来看，2022年的新房市场在五、六月份回稳，七、八月份又有所回落，基本可以判断为二

次探底。二手房相对较好，已于七、八月基本回稳，这是一个不错的信号。
未来房地产市场将呈“L型”走势，目前来看，“一竖”差不多已经走完了，今年三季度筑底之后，

未来还有较长的筑底过程，同时城市分化也将加剧。

房企高管对市场信心的恢
复，一方面是整体市场最差的时
候已经过去，未来市场将会持续
复苏，另外一方面还因为政策端
的支持。

具体来看，首先是“保交付”
解决购房者“交付焦虑”问题。

2022年8月住建、财政、央行
等有关部门出台措施，完善政策
工具箱，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
款方式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宅
项目建设交付。

据悉，此次专项借款精准聚
焦“保交楼、稳民生”，严格限定用
于已售、逾期、难交付的住宅项目
建设交付，实行封闭运行、专款专
用。通过专项借款撬动、银行贷
款跟进，支持已售逾期难交付住
宅项目建设交付，维护购房人合
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大局。财
新网消息称，这笔专项借款初期
规模达到2000亿元，中央财政会
根据实际借款金额予以1%的贴

息，贴息期限不超过2年。
其次是放松“四限”政策，下调

首付，降低购房门槛等，2022年8
月，35城出台39次放松政策，这
35个城市中有13个是一二线城
市，其中不乏厦门、苏州等强二线，
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也定
向或变相放松了房地产政策。

最后是房贷利率方面，2022
年8月22日，一年期及五年期以
上LPR分别下降5BP、15BP后，
各地房贷利率跟进调整，融360
数据显示，包括南京、苏州在内的
全国30多个重点城市，已执行首
套4.1%、二套4.9%的房贷利率下
限。

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共同发
力，可以说目前房地产政策的量
和质“肯定是够了”。预计目前到
2022年底的这4个月内，政策仍
是宽松期。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土地
市场肯定是“小年”，这个可能会

影响下半年和2023年上半年的
供应。

从土地市场来看，如果企业
都不买地，那2023年无论是房地
产开发投资增速还是新开工，还
是最后的销售情况，都会由于供
应问题，受到很大影响。

目前来看，整体市场会在今
年三季度筑底，随后还会有一段
长期的筑底过程，行业最艰难的
时刻已经过去。

各大企业高管在业绩发布会
上表现出来的信心主要还是基于
未来在销售回稳的情况下，第四
季度市场、购买力和需求端将会
稳定住。

目前虽然中小企业的暴雷情
况没有得到缓解，但几家大型企
业暂时平稳。我们认为，未来房
地产企业最终将出现央企、地方
国企和规模民企与地方民企三分
天下的格局。未来融资方面也会
有一些改善。 （丁祖昱评楼市）

2022年至今，房地产市场二
次探底趋势明显。

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
2022年至今全国月度商品房销售
面积、金额于2022年4月达低位，
分别为8722万平方米和8134亿
元，为2021年至今最低点，随后
因疫情减少、房企冲刺年中业绩、
政策加码等多重因素影响于5、6
月回稳，2022年6月全国月度商
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出现了大幅
增长，分别涨至18185万平方米
和17735亿元，可随后又于7、8月
出现回落，基本可以判断为二次
探底。

所幸的是二手房方面，在经
历了长达半年以上的市场下行期
和数月的政策救市后，主要城市
二手房市场展现出具有韧性的一
面，市场规模回暖。

CRIC数据显示，2022年7月
15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环比
上涨3%，同比降幅收窄至11%。
受此拉动，15城前7月累计同比
降幅收窄至38%。其中，苏州、东
莞、佛山、衢州和宝鸡环比涨幅超
10%。

8月，13个重点城市共计成
交971万平方米，环比降6%，同
比由负转正，增幅1%，与去年同
期基本持平，二手房市场表现略
好于新房市场。

从全国重点城市新房与二手
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速对比来看，
一直以来，全国重点城市新房、二
手房成交走势几乎同步，一直到
2022年第27周（6.27-7.3），也就
是7月伊始，全国一二手房市场走
势逐渐分化，新房成交同比由正
转负，跌幅扩大至40%以上，随后

出现收窄，而二手房成交同比增
速则逐周回升。

这主要是由于“交付焦虑”，
很多消费者，特别是刚需购房者，
转而购买二手房，使得二手房市
场在七八月份出现回稳。

我们认为，虽然多家房企在
其2022年中期业绩会上发言提
振士气，但房地产行业整体信心
仍略显不足。未来市场将呈“L
型”走势，目前“L”中的“一竖”差
不多已经走完，但“一横”还有得
走。在今年三季度筑底之后，还
将有长期筑底的过程，同时城市
分化将加剧。

预判2022年最后4个月，考
虑到目前基数较低，未来可能同
比降幅将有所收窄，全年数据也
或将比2021年同期下降约三分
之一。

房地产未来有长期筑底的过程

2022年内仍是政策宽松期

房企高管业绩会集体打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