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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提振房地产市场信心 元宇宙打开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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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暨元宇宙博览会上产业暨元宇宙博览会上，，

观众正在体验观众正在体验 VRVR 设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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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暨元宇宙博览会产业暨元宇宙博览会。。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兴兴摄摄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整体处于下行态

势，房价下降城市持续增多，购房者观望情绪

浓厚，房地产销售面积和销售额有所下降。

对于正处于调整期的房地产行业而言，更好

发挥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作用，保持房地产

融资合理适度，有助于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

权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地

产市场对于金融政策的变化一向较为敏感，

随着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各项举措进一步落

地见效，有望对稳定房地产市场起到较为明

显的促进作用。

金融支持从供需两端发力，有助于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在供给端，稳定房地产

开发贷款投放以及建筑业企业信贷投放，满

足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求，给建筑企业提

供必要的贷款支持，有助于增强房企和建筑

企业信心，也有助于房地产企业和房地产开

发项目更好进入良性运转轨道。值得一提的

是，房地产行业处于调整阶段时，民营房企拓

宽资金来源显得更为不易。在稳定房地产开

发贷款投放时，对于国有、民营等各类房地产

企业，应该切实做到一视同仁。治理完善、聚

焦主业、资质良好的房地产企业，应得到重点

支持。除贷款支持外，还应支持优质房地产

企业发行债券融资，鼓励信托等资管产品支

持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

在需求端，个人住房贷款合理需求有望

得到进一步支持。今年以来，各地因城施策

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合理确定个人住

房贷款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政策下限。金融

机构可在城市政策下限基础上，合理确定个

人住房贷款具体首付比例和利率水平，同时

优化新市民住房金融服务。相关支持政策将

减轻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购房者的资金压力，

有助于促进住房合理消费。

金融支持有助于推进“保交楼”。今年

8 月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

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款的方式，支持有需

要的城市推进已售、逾期、难交付的住宅项

目建设交付。与此同时，在专项借款的撬动

下，金融机构将提供配套融资支持。“保交

楼”对于稳定当前房地产市场至关重要，推

进已售、逾期、难交付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交

付，将更好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也有助于

各方主体重拾对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信心，从

而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金融支持有助于做好房地产企业风险处

置和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已进入深度

调整期的房地产行业中，项目间的并购，企业

间的兼并重组有助于行业实现优胜劣汰，化

解行业金融风险。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应

做好房地产项目并购金融支持。不仅商业银

行应稳妥有序开展房地产项目并购贷款业

务，支持优质房地产企业兼并收购房地产项

目，还可以发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

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风险管理等方面

的经验和能力。同时，金融支持政策可以在

因疫情住院治疗隔离、或因停业失业失去收

入来源等情况发生时，对个人住房贷款进行

延期、展期等调整，在确保不出现恶意逃避金

融债务的基础上，更加灵活的政策彰显金融

支持的人性化原则。

金融支持有助于引领行业发展新方向。

“租购并举”是我国房地产市场重要发展方

向。可以预计，在加大住房租赁金融支持力

度的基础上，住房租赁将有更广阔的发展前

景。相关的金融支持应进一步优化住房租赁

信贷服务，积极满足相关住房租赁企业中长

期资金需求，为收购、改建房地产项目用于住

房租赁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住房租赁市场

多元化融资渠道有望进一步拓宽，信用债券、

担保债券等金融产品可专项用于租赁住房建

设和运营。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

点也将稳步推进。

需要强调的是，更好发挥金融支持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作用，不得逾越“房住不

炒”底线。合理的金融支持旨在使当前处于

调整期的房地产行业更好进入平稳健康发展

轨道。过去杠杆率过高，金融化过度是当前

房地产发展面临一定问题的重要原因。因

此，合理的金融支持下，应该将资金用在刀刃

上，确保相关政策切实起到对房地产市场的

支持带动作用，

避免房地产行业

重 回 杠 杆 率 过

高、金融化过度

的老路上来。与

此同时，金融支

持 应 坚 持 市 场

化、法治化原则，

依法合规地满足

房地产市场合理

的融资需求。

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发布的《虚拟现实

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6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6

年，我国虚拟现实产业总体规模（含相关硬

件、软件、应用等）超过 3500 亿元，虚拟现实

终端销量超过 2500 万台，培育 100 家具有较

强创新能力和行业影响力的骨干企业，打造

10 个具有区域影响力、引领虚拟现实生态发

展的集聚区，建成 10 个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工 信 部 副 部 长 王 江 平 在 日 前 召 开 的

2022 世界 VR（虚拟现实）产业大会上表示，

虚拟现实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

为社会各行各业的赋能能力逐步凸显，产业

发展正迈入新一轮爆发期。工信部将促进

虚拟现实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深化行业融

合应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先锋应用案

例，推动虚拟现实行业应用规模化发展。

产业规模已超千亿元

虚拟现实（含增强现实、混合现实）是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前沿方向，是数字经济

的重大前瞻领域，将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

方式。

近年来，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加速发展，

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活力。在产业生态方面，

核心技术不断进步，终端性能加快迭代提

升，投融资信心和活跃度进入一轮新高潮。

2021 年我国虚拟现实领域投融资规模涨幅

超过 100%。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虚拟现实相

关企业已经超过 1 万家。

在行业应用方面，虚拟现实新场景、新

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工业、文化、教育等

领域典型案例亮点频出，呈现多点开花的良

好发展态势。

“2021 年 我 国 虚 拟 现 实 产 业 规 模 超 过

1000 亿元，目前主要应用领域仍以游戏、教

育等为代表的消费端为主，制造、医疗等行

业端应用随着近两年线上经济的快速发展

也得到较快增长。”赛迪顾问电子信息产业

研究中心常务副总经理贾珊珊说。

赛 智 产 业 研 究 院 院 长 赵 刚 介 绍 ，我 国

VR 产业已经历了近十年的发展，目前建立

了全球重要的 VR 终端产品制造地，培育了

全球重要的 VR 产品消费市场，涌现出了上

千家的 VR 创新企业，在近眼显示、光学组

件、感知交互、渲染处理、内容制作等领域的

关键技术也不断突破，应用领域加快拓展。

2021 年我国 VR 头显出货量达到 365 万台，

同比增长 13.5%。

近年来，国产 VR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

来越高。今年 9 月底，字节跳动旗下智能穿

戴设备品牌 PICO 发布的新款 VR 一体机，不

含绑带和电池的重量仅相当于一罐可乐，前

后平衡分布的设计极大提升了佩戴舒适性，

全新的产品体验和内容生态有望开启国内

的 VR 大众化之路。国际数据机构 IDC 的数

据显示，PICO 在全球 VR 头显出货量排名中

位列前茅。

另一家行业领先的增强现实科技公司

Nreal 在日韩、欧美等市场也表现不俗，推出

业内首款实现与手机连通的消费级 AR（增

强现实）眼镜，并将成为全球首个在消费级

产品层面实现将 AR 眼镜、手机厂商、电信运

营商、AR 内容生态全链条连接打通的企业。

早在 2012 年，联想就开始探索 AR/VR

技术的落地应用。2017 年，联想推出全球首

款沉浸式 AR 游戏设备。随后，

在 2017 年 和 2021 年 又 推 出 了

两款智能眼镜。在 AR/VR 技术逐

渐积累并成熟后，联想又开始探索以

AR 赋能制造业的工业元宇宙。

加速行业规模应用

经过多年发展，虚拟现实产业初步构建

了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生态体系，正迈入以

产品升级和融合应用为主线的战略窗口期。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虚拟现实产业发

展，连续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现实产业

发展的指导意见》《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双千兆”网络协

同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等文件，推

动国内虚拟现实产业在核心产品、应用拓展、

网络基础支撑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此次发布的《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6

年，三维化、虚实融合沉浸影音关键技术重

点突破，新一代适人化虚拟现实终端产品不

断丰富，产业生态进一步完善，虚拟现实在

经济社会重要行业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形

成若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

产业集群，打造技术、产品、服务和应用共同

繁荣的产业发展格局。

“从政策层面来看，《行动计划》的发布

将有力推动国内虚拟现实行业高质量发展

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市场层面来看，文

件的发布将加速国内虚拟现实技术在工业

生产、文化旅游、体育健康、残障辅助等领域

的融合渗透，并在有条件的行业实现规模化

应用试点。”贾珊珊说。

《行动计划》提出了五大重点任务，包括

推进关键技术融合创新、提升全产业链条供

给能力、加速多行业多场景应用落地、加强

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构建融合应用标准

体系等，其核心是推进虚拟现实技术在工业

生产、文化旅游、融合媒体、教育培训、体育

健康、商贸创意、智慧城市等 10 个领域的融

合应用，从而推动虚拟现实产业进入“以应

用促产业，以产业拓应用”的正向循环，解决

目前产业发展中遇到的内容和应用不足的

瓶颈。

赵刚分析，发布《行动计划》的原因有三

个个，，一是当前一是当前互联网互联网 33..00、、数字孪生数字孪生、、元宇宙等元宇宙等

成为数字经济发展新浪潮成为数字经济发展新浪潮，，而它们的共同支而它们的共同支

撑技术之一撑技术之一

就是虚拟现就是虚拟现

实技术实技术，，VRVR

产 业 发 展 面 临产 业 发 展 面 临

巨大机遇巨大机遇；；二是近年二是近年

来来在谷歌在谷歌、、苹果苹果等国际等国际

巨头的引领下巨头的引领下，，虚拟现实虚拟现实

技术创新取得技术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突破性进展，，

我国我国 VRVR 企业必须迎头赶上企业必须迎头赶上，，

加快产品创新和应用加快产品创新和应用；；三是当前三是当前

VRVR 技术应用仍处于场景示范期技术应用仍处于场景示范期，，技技

术与行业融合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不足术与行业融合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不足，，

关键技术融合创新和规模化应用仍存在关键技术融合创新和规模化应用仍存在

瓶颈瓶颈，，迫切需要在政策上推动各种场景的开迫切需要在政策上推动各种场景的开

放和应用放和应用，，让新技术在应用中逐步成熟让新技术在应用中逐步成熟。。

积极破除应用瓶颈

“VR 在行业应用中有三大瓶颈，一是终

端瓶颈，尽管 VR 终端产品不断创新升级，但

产品舒适度仍面临很多问题。二是内容瓶

颈，VR 要实现对物理世界的仿真，需要有海

量丰富的数字内容，但内容制作成本很高，

内容生成的自动化技术还不成熟，各个行业

都面临数字内容少的问题。三是应用瓶颈，

现有的 VR 应用还比较浅层，要获得复杂行

业应用场景的沉浸感，需要依赖于各种传感

器技术的集成应用，有很多技术问题仍需突

破，技术成本很高。”赵刚说。

相关企业早已开始积极布局。PICO 总

裁周宏伟介绍，PICO 近年来发力内容建设，

加大投入制作并引进了大批视频内容，不断

完善消费者内容生态。新产品 PICO 4 为用

户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包括 VR 运动健身、

VR 视频、VR 娱乐和 VR 创造四大场景。

Nreal 创始人兼 CEO 徐驰认为，《行动计

划》给了市场和企业更多信心。在虚拟现实领

域，中国有丰富的场景资源和繁荣的移动互联

网生态，《行动计划》将推动终端快速普及和新

应用场景加速落地，带来新的增长机遇。

“我们将进一步夯实自身在 AR/VR 上

的技术优势，用元宇宙赋能智慧城市、智慧

园区以及智慧能源等，输出更多数字化转型

成果，不断丰富元宇宙更多内涵，进一步夯

实其在元宇宙赛道的竞争力。”联想集团副

总裁、联想研究院上海分院院长毛世杰说。

随着硬件、软件、内容、服务等产业链各

环节企业的持续发力，我国虚拟现实产业步

入快速增长期。贾珊珊介绍，在硬件方面，

终端产品逐渐轻薄化，显示分辨率、自由度

等性能指标逐渐优化，用户体验感不断上

升。在应用端，“5G+VR”在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远程医疗、线

上教育、文化娱乐等场景得到较广泛应用。

“目前看，VR 终端在芯片、屏幕、光学技

术上都有重大突破，VR 终端将迎来爆发式

增长，最先带动的就是基于 VR 设备的家庭

游戏、影视、健身、娱乐、教育和社交应用，这

些消费级行业应用将最先成熟。总体看，在

诸多利好因素作用下，VR 产业将进入快速

发展期。”赵刚说。

虚拟仿真学科教室、消费级 AR

智能眼镜、激光三维全息显示、AI 机

器人讲解⋯⋯近日，在江西南昌举行

的 2022 世界 VR 产业大会上，380 家

企业立足全产业链，全方位展示近年

来的 VR 科技成果。此次大会以“VR

让世界更精彩——VR 点亮元宇宙”

为主题，共实现现场签约项目 107 个，

签约金额 716.67 亿元。

在 2022 世 界 VR 产 业 大 会 开 幕

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虚拟现实产

业 联 盟 名 誉 理 事 长 赵 沁 平 发 布 了

“2022 中 国 VR50 强 企 业 ”名 单 。 从

“ 中 国 VR50 强 企 业 ”年 销 售 额 分 布

情况来看，年销售额为 1 亿元到 10 亿

元的企业数量从 2019 年的 7 家扩展

到今年的 22 家，年销售额为 1 千万元

到 1 亿元的企业数量 4 年间均稳定在

20 余家，VR 企业规模呈现稳步增长

趋势。从产业链分布环节来看，整机

设 备 企 业 在“ 中 国 VR50 强 企 业 ”中

的占比一直保持在 20%以上，在所有

产业链环节中遥遥领先。从研发投

入 来 看 ，2019 年 到 2022 年 ，“ 中 国

VR50 强企业”平均研发投入比基本

保 持 在 50% 左 右 ，发 明 专 利 总 数 从

2019 年 的 38123 件 增 加 到 2022 年 的

48923 件。从分布区域来看，北京有

23 家企业挺进 50 强，持续领跑全国；

广东、江西各有 6 家企业，上海有 5 家

企业入选，稳定形成第二梯队。对比

去年，江西区域影响力逐渐凸显，虚

拟 现 实 生 态 发 展 集 聚 区 正 在 加 速

形成。

“近年来，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终

端市场迅速扩大，开启虚拟现实产业增

长新空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院长、虚拟现实产业联盟副理事长

张立介绍说，2021年全球虚拟现实头显

出货量快速增长，年出货量首次突破

1000万台。全球虚拟现实产业投融资市场表现强劲，2021年，

我国相关投融资规模涨幅超过100%。

“随着 VR 行业的发展，我们正在从信息时代走向智能

时代。”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终端 BG 首席运营官何刚表示，

AR/VR 的发展需要产业界一起发力，通过标准和联盟的工

作，共同构建总体技术架构，解决行业共性问题。

“元宇宙”是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关注的焦点。“VR/AR

技术正在为元宇宙释放出更大创造力奠定基础。”图灵奖获

得者、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斯发基斯认为，元宇宙

将把社交媒体、线上游戏和生活应用等子平台联合在一起，

实现共享数字经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

烈宏认为，元宇宙作为 VR/AR、5G、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

前沿数字技术的集大成者，打造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全

方位融合的新空间。随着 VR 产业的不断成熟，将催生更

丰富的场景应用，为加速新型工业化进程、推动数字经济和

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百度副总裁马杰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 5G 网络与

光纤网络、多家基础扎实的云计算厂商、强大的 AI 技术能

力、巨大的应用市场。同时，在元宇宙技术层面目前还存在

视觉技术、听觉技术、交互技术“三座大山”。“我们将不断发

挥自身优势，翻越三座技术大山。”马杰表示。

“虚拟现实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将引发新

一 轮 消 费 热 潮 。”张 立 告 诉 记 者 ，在 大 众 消 费 领 域 ，2022

年全球 VR 全景相机市场规模约为 42 亿元。行业应用领

域，2022 年全球汽车抬头显示器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399

亿元。

张立还表示，虚拟现实的产业基础能力事关产业发展

质量。下一阶段，全行业应在虚拟现实核心器件和动态环

境建模、人机交互等关键技术环节联合攻关，支持关键软

硬件开发、产品和系统集成设计，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

争力。

此次大会上，国家虚拟现实创新中心正式在南昌揭

牌，成为全国 VR 领域第一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该

中心将聚焦制约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

难题，建设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测试验证、检测、技术服务、

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等平台，推动南昌虚拟现实产业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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