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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18”，除了各大

电商平台推出的热卖产品

之外，还有一件特殊的“商

品”值得关注。18 日，2020

年抗疫特别国债（一期）和

2020 年抗疫特别国债（二

期）启动招标，规模共达

1000亿元。

首批抗疫特别国债来

了！怎么发？怎么买？怎么

用？记者采访了权威部门

和业内人士。

怎么发？

1 万亿元的抗疫特别

国债会如何发行？一直备

受社会和市场关注。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

到，今年的抗疫特别国债

将采用市场化方式，全部

面向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

员公开招标发行。

“抗疫特别国债市场

化公开发行将进一步提升

国债市场容量，更好发挥

国债市场在金融体系中的

作用，促进国债市场长期

发展。”财政部国库司有关

负责人说。

发行节奏如何安排？

据介绍，抗疫特别国债将

从6月中旬开始发行，7月

底前发行完毕。

“这充分考虑了市场

承受能力，也考虑了财政

资金使用周期，均衡了发

行量，有助于稳定市场预

期。”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

说。

在期限品种上，这1万

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将以10

年期为主，适当搭配 5 年

期、7 年期。此次发行的两

期抗疫特别国债分别为 5

年期和 7 年期，规模均为

500亿元。

在利率水平上，抗疫

特别国债利率通过国债承

销团成员招投标确定，随

行就市。18 日最新出炉的

招标结果显示，2020 年抗

疫特别国债（一期）、2020

年抗疫特别国债（二期）的

票面利率分别为 2.41%、

2.71%。

“今天的认购情况符

合预期。”青岛农商银行金

融市场中心总经理助理秦

新峰表示，这两期国债投

标倍数分别为 2.50、2.76，

高于近期同期限普通国债

投标倍数，显示出投资人

相对积极的认购意愿。

怎么买？

“为抗疫，再出击！抗

疫 特 别 国 债 火 线 发

售！”——17 日晚间，中国

农业银行发布的一份海报

显示，抗疫特别国债将向

广大投资者发售。

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

究所兼职研究员张瑜表

示，与一般记账式国债相

同，抗疫特别国债不仅在

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

通，还在交易所市场、商业

银行柜台市场跨市场上市

流通，个人投资者也可以

购买。

在招商银行多个营业

网点，近日来询问抗疫特

别国债的人多了起来。“作

为国家发行的债券，大家

比较看好它的安全性和稳

健性；作为抗疫国债，不少

人也想借此为国出一份

力。”招商银行金融市场部

副总经理王宇告诉记者。

具体流程上，个人“买

买买”需要如何操作？

业内人士表示，个人

可以在交易所市场或商业

银行柜台市场开通账户，

购买和交易抗疫特别国

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开

通记账式国债柜台业务的

银行，均可进行业务咨询。

需要注意的是，抗疫

特别国债与一般记账式国

债相同，不可提前兑取，但

可在二级市场交易，交易

价格根据市场情况波动。

在东方金诚研究发展

部高级分析师冯琳看来，

抗疫特别国债向社会公众

开放认购，不仅可以更大

范围筹集资金，也可以拓

宽居民投资渠道。

“对于个人投资者来

说，这是一个兼具安全性、

收益性的投资标的。”中诚

信国际研究院分析师汪苑

晖表示，抗疫特别国债属

于最高信用级别债券，安

全性较高，加之国债利息

收入免税，具有一定优势。

怎么用？

筹集来了资金，使用

尤为关键。总规模达1万亿

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如何

用好管好？如何“用之于

民”？

抗疫特别国债的用途

“顾名思义”——主要用于

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

和抗疫相关支出，并带有

一定财力补助的性质。

“抗疫特别国债主要

用于有一定资产收益保障

的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

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包括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财政

贴息、减免租金补贴等。”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日前

表示，各地可以在分配额

度内按照一定比例预留机

动资金，解决基层特殊困

难的急需资金需求。

在分配流程上，抗疫

特别国债不列入财政赤

字，而是纳入政府性基金

预算管理，通过政府性基

金转移支付下达给地方。

此外，为了确保资金

直达基层，特殊转移支付

机制将建立起来，省级政

府将当好“过路财神”，全

覆盖、全链条的监控系统

也将建立，确保资金坐上

“直通车”。

在参与今日招标的平

安证券看来，抗疫特别国债

将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助

力，更好保障民生福祉。平

安证券固定收益交易事业

部副总经理刘引表示，“平

安证券会积极认购，还会积

极推介各类金融机构进行

申购，为抗疫特别国债顺

利发行贡献一份力量。”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5 月份，各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涨幅均略有扩大，

二手住宅环比涨幅与上月

相同或微扩。专家表示，房

地产市场持续复苏，价格

略有上涨，但仍保持在合

理区间窄幅波动。各地应

继续落实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目标，保持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

的“2020 年 5 月份 70 个大

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变动情况”，5月份，4个一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 0.7%，涨幅

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

涨1.1%，涨幅与上月相同。

“5月份，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生产生活秩

序持续恢复，住房需求得到

进一步释放，70个大中城市

房地产市场总体稳定，价格

略有上涨。”国家统计局城

市司首席统计师孔鹏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31 个二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6%，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

与上月相同。35 个三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7%和 0.3%，涨幅比上月

均扩大0.1个百分点。

记者日前调研上海、

浙江等地楼市发现，进入5

月份，各地房地产市场在4

月份回暖基础上，市场人

气进一步上升，成交量稳步

复苏，局地住宅销售出现

“红五月”行情。在刚需集中

的上海闵行区南部，记者探

访数家中介公司，不少业务

员表示，5月份为今年以来

成交最好的自然月。

中原地产统计显示，5

月份，北京二手房成交约

1.6万套；上海二手房成交

约 2.8 万套，创 2016 年 10

月份以来的交易新高。

“当前一线城市的刚

需住宅，以及首次改善产

品的去化周期明显缩短，

总价较低的房源较为畅

销。”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

卢文曦说，疫情累积的刚

性购房需求集中释放，此

外，高端项目集中入市，也

使部分地区房价出现整体

上扬的态势。

记者梳理国家统计局

数据发现，5月份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

数量达57个，比4月份多7

个；下跌的城市有11个，与

4 月份持平；2 个城市房价

环比持平，比 4 月份少 7

个。其中，环比最高增幅为

银川的 2.1%；最大降幅为

三亚的-0.4%。

从同比看，5 月份，一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涨幅与上月相

同，二手住宅涨幅有所扩

大：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同比上涨 2.9%，涨幅与

上月相同；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上涨 4.1%，涨幅

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二三线城市同比涨幅

延续回落态势。二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5.4%和 2.0%，涨幅比上月

均回落0.2个百分点，均连

续 13 个月回落；三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4.8%和 2.1%，涨幅比上月

均回落0.3个百分点，均连

续14个月相同或回落。

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

显示，二三线城市住宅成交

表现分化。重庆、昆明、南

京、杭州和武汉等重点城市

迎来需求集中释放，如昆明

和南京的住宅成交面积同

比涨幅超过60%；而青岛、

常州、长春、苏州和大连等

城市成交面积则有所回调。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另

一组数据显示，1 月份至5

月份，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为42941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 11.8%，较 1 月份至 4 月

份收窄6.9个百分点。

业内专家表示，在楼

市调控政策预期稳定的情

况下，房地产市场成交较

为活跃，市场总体稳定，各

地应继续因城施策，落实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

标，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618”购物节期间网联平台
处理网络支付交易16.91万亿

文/新华社记者 吴 雨 赵文君

网联清算有限公司日前发布数据显示，6月1日至18

日，网联平台处理资金类跨机构网络支付交易261.78亿

笔、金额达16.91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2%和42%。

今年“618”购物节期间，网联平台支付交易数据较往

年显著增长。网联平台数据显示，6月1日的单日交易处理

规模达15.99亿笔，创历史新高。

网联平台相关人士介绍，疫情影响下，保健、养护等成

为消费偏好迁移的重点方向，并进一步培养了用户线上购

物习惯。网联平台数据显示，“618”购物节期间医药保健、

美妆护肤等消费品类的电商交易量分别同比增长147%和

92%，交易金额分别同比增长97%和202%。

此外，网络直播等新型营销方式快速发展，有效激发

了消费潜力。从网联平台数据来看，部分短视频平台的直

播带货交易量和交易金额增长明显，分别同比增长280%

和343%。

另据国家邮政局19日发布的监测数据，6月1日至18

日，全国快递业务量完成46.78亿件，同比增长48.66%。进

入6月以来，我国快递日均业务量接近2.6亿件。

今年以来，快递业持续保持高位增长，折射出中国消

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快递企业加速推进“快递进村”，提升

网络覆盖率，助力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各

快递企业对生鲜农产品的配送日趋完善成熟，服务向包装

保鲜、冷链运输、全程可视化提质升级，通过产地直发、高

铁或包机直达大幅提升配送时效。中通、韵达等企业借力

直播平台助力农产品销售，京东物流推出“千县万镇24小

时达”，让快递服务走向田间地头。

5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市场总体稳定 价格略有上涨

文/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郑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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