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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字当头，
因城施策提振住房消费需求

看房3个多月后，江苏徐州市民王
女士近日完成了购房签约。在徐州泉
山区云龙湖边一个在售改善住宅项目
的售楼处，记者见到了前来付首付的
王女士。

“7月徐州推出了主城区卖旧房买
新房给予税收补贴政策，这次买房我
可以享受约6万元的税收补贴。”王女
士告诉记者，2019年她首次买房时房
贷利率是 5.75％，这次换房时利率降
到了4％，优惠的利率支持她多贷一些
钱，将原先 100 平方米的房子一步到
位换成180平方米的。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优化房地产
调控政策，大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购
房需求。

济南、厦门、扬州等约20个城市放
松限购政策，深圳、酒泉、长沙等地对
多孩家庭购房给予政策支持，部分热
点二线城市如杭州已多次出台政策优
化限购措施……

全国有超百个市县优化房地产调
控政策，涉及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发
放购房补贴、优化限购、降低首付比例
及房贷利率等方面。

多轮政策接续发力，加之经济恢
复向好，上半年房地产市场整体呈现
企稳态势。这也反映在中国人民银行
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上：上半年，个人
住房贷款累计发放3.5万亿元，较去年
同期多发放超过5100亿元。

“总的看，今年房地产市场还处于
调整阶段，但和去年相比，房地产市场
逐步呈现企稳态势。从投资、销售、企
业资金情况看，都比去年全年有不同
程度的改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付凌晖说。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上半年各

地房地产市场先升后降、分化震荡，经
历一季度购房需求集中释放后，二季
度市场观望情绪逐渐加重。

重庆渝北区一处楼盘的销售人员
岑石告诉记者，年初的“小阳春”，每月
成交量能达到七八十套，绝大部分都
是刚需和改善型用户。但二季度以
来，前期积累的购房需求释放完毕，叠
加进入传统淡季，市场交易情绪较弱，
每月只能销售十来套。

对于楼市上半年前高后低的走
势，记者采访的业界专家表示，房地产
市场逐步回归常态化运行，市场需求
真实存在，刚性和改善性需求依然在
不断积聚。

湖南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
地产市场运行处处长张君说，目前，长
沙市线上申报有购房资格的家庭保持
在11．7万户。“购房人变理性，买房前
会观望更长时间，但市场需求没有消
失，市场发展有动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琳
说，根据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
各地可继续从减少购房成本、降低购
房门槛、厘清交易障碍等方面着手，优
化调控政策，激活提振潜在住房消费
需求。

打通堵点，
加速市场信心修复

“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寄
托着业主的期待，关系着房地产市场
的风险出清、信心修复和行业健康发
展。

7 月的成都骄阳似火。记者在郫
都区的蓝光长岛城楼盘见到前来查看
项目能否如期交付的业主廖女士。目
前此项目二期全部封顶，楼房的外立
面刷成了米黄色，工人进进出出搬着
地砖、门窗、管道等建材。

“项目在2021年5月停工，直到去
年9月纾困资金进来后，项目施工终于
运转起来，逐渐有了小区的样子。”廖
女士告诉记者。

廖女士所说的纾困资金，是去年
有关部门联合推出的保交楼专项借
款。在国家层面上通过政策性银行
3500亿元专项借款撬动，并鼓励商业
银行配套支持贷款跟进，支持已售逾
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

项目负责人彭振华告诉记者，
2022年9月开始，两笔共计2.913亿元
保交楼专项借款分批到位，推动项目
施工全速运转，今年4月份完成了项目
一期1100余套住宅的交付。

“从目前项目待售资产来看，未来
可以偿还保交楼专项借款和贷款。正
在建设中的二期 1450 余套住宅预计
在今年底交付。”彭振华说。

去年11月金融管理部门出台了支
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16条政
策措施。近期，政策的适用期限被统
一延长至2024年年底。另外，2000亿
元保交楼贷款支持计划期限也将延长

至2024年5月底。
“政策延期有助于银行继续对房

地产企业存量融资展期，加大保交楼
金融支持。”成都农商银行副行长夏怀
刚告诉记者，成都农商银行已对成都
市3个保交楼项目提供保交楼专项借
款配套融资5.1亿元。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疫情与北
方地区冬歇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保
交楼项目复工进度。但今年以来，专
项借款快速发放到位，不少地方进入
施工忙季。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下，
项目加快复工建设交付。目前，保交
楼 专 项 借 款 项 目 总 体 复 工 率 接 近
100％，累计已完成超过146万套住房
交付，首批专项借款项目住房交付率
达55％。

保交楼工作正加速推进。据国家
统计局数据，今年前6个月，房屋竣工
面积 33904 万平方米，增长 19％。其
中，住宅竣工面积24604万平方米，增
长 18.5％。这项数据已超过 2021 年
同期水平，达到近5年峰值。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冯俊说，
保交楼工作的顺利开展，考验着房企
的开发经营能力和主体责任担当，需
要 政 府 创 新 举 措 化 解 难 啃 “ 硬 骨
头”，也离不开金融机构“输血”保
驾护航。

“各方同心，其利断金。当下的房
地产市场，处于市场信心亟需修复、房
企信誉亟待重建的关键时刻。从原来
的‘比拼规模’到现在的‘比拼交付力、
品质力’，向购房人交出保交楼满意答
卷，是市场打通堵点、畅通循环、稳定
预期的重要一环。”冯俊说。

坚定转型，
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的理念如今已深入人心，购房需求
更多向居住品质回归。

记者近日探访湖南建投在长沙岳
麓区开发的一处改善型楼盘项目时，
偶遇前来看房的李先生一家五口。

“不担心‘炒房’，不担心房价跳
涨，像我这样的买房人，心态就更加平
和理性，关注住房本身，希望慢慢选，
选到品质好的房子。”李先生告诉记
者，此处楼盘最吸引他的是幼儿园、中
小学、超低能耗建筑、社区服务、养老
照护、图书馆等多元化配套。

正在营销中心现场的湖南建工置
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勇说，当下
购房者更理性，更注重地产品牌、小区
品质、居住环境、教育及生活配套，能
在社区内满足全生命周期生活需求的
产品更受市场青睐，房企要在供需适
配上下功夫，从用户端需求着手，在产
品开发上多用心，用心做产品、用创新
谋发展。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房地产行业

各方普遍认为，存量房时代来临，“高
杠杆、高负债、高周转”模式难以为继，
房地产业发展发生深刻转型，从解决

“有没有”转向解决“好不好”。
一方面，房企经历“阵痛”，正

在努力实现“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
和品质主导业务模式的夯实，另一方
面，新的房地产业发展模式在逐步建
立之中。

多地探索现房销售模式。深圳近
日推出3宗住宅用地，其中宝安地块
采取“限地价＋竞现房”模式，显示
稳地价和现房销售改革双结合的供地
导向；截至目前，成都以“限房价、
竞地价”方式出让地块中，要求现房
销售的 9 宗地块已有 5 宗取得现售备
案；长沙正在进行现房销售试点准备
工作。

构建“租购并举”，支持住房租赁
市场发展，着力解决新市民、新青年等
人群的住房困难问题，也是推动房地
产市场发展新模式的重要一环。

记者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保障性租
赁住房项目——有巢国际公寓社区马
桥AI店看到，上海鲸鱼机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的研发人员们已经成为该公司
首批入住的居民，公寓里必要的生活
家电一应俱全，居住空间独立开阔，卫
生间干湿分离。

上海鲸鱼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CEO助理廖斌说：“公司今年4月在马
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的产业基地开
工建设。大量研发人员的居住问题成
为企业引才的‘拦路虎’，在园区协调
下，我们首批研发人员已经在马桥 AI
人才公寓申请到了住房，解决了后顾
之忧。”

“像我们这样处于奋斗初期的青
年人和新市民，暂时买不起房，有阶段
性居住困难，保障性租赁住房可以成
为我们奋斗的起点。”30岁的创业者孙
玉龙说。

“十四五”时期，全国初步计划建
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约 890 万套

（间）。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
80多城已发布“十四五”保障性租赁住
房筹集目标。

安居是人民幸福的基点。为人民
群众建造好房子，提高住房品质，打造
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成为房地产业
向新模式转型的重要方面。

老旧小区改造扎实推进，强调加
装电梯等“楼道革命”，全面整治小区
等“环境革命”，以及促进小区改造后
维护更新进入良性轨道的“管理革
命”。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一系列新
的制度探索，包括研究建立房屋体检、
养老、保险三项制度，研究建立城市设
计管理制度等。

“大浪淘沙、坚定转型，坚守‘房住
不炒’定位，保障民生、聚焦品质，将成
为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的主旋
律。”冯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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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企稳下，
房地产业新发展模式如何建立？

——年中经济调研行之房地产篇

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
供的最新商品房网签数据，
上半年，新房和二手房合计
成交面积同比增长23.4％，
新房和二手房总体交易量平
稳，二手房占交易量的比例
有所提升。

今年房地产市场仍处于
调整阶段，各地如何优化调
控政策？保交楼工作进展如
何？建立房地产业新发展模
式有哪些探索？记者近日采
访专家，走访北京、上海、湖
南、江苏、四川、重庆等地，调
研市场一线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