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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4

日 星期四楼市!深读

郑州!耐得住寂寞"吗#

多地楼市持续回暖!!!

!

全国
"

多地楼市回暖

5

月份以来! 楼市明显有了回

暖迹象! 全国多个城市刚需大量释

放! 成交量稳步回升! 市场氛围活

跃"

北京住建委网站公布的数据显

示 !

5

月份全市新房网签总量为

-6567

套! 环比
8

月网签量上涨了

/8079

! 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达

8/9

" 这是北京执行限购政策
-5

个月以来! 新房成交量首次突破万

套! 创
-5

个月来新高! 楼市成交

量已恢复至调控前水平"

事实上! 在全国不少城市都出

现了成交回暖的迹象"

据中原地产统计 ! 截至
5

月

7:

日!

5

月份全国
58

个典型城市

累计成交已近
76

万套! 创
76--

年

初新一轮调控以来的月度新高! 分

析人士预计! 整个
5

月份
58

个典

型城市的成交量很可能再次突破

76

万套的大关" 整体来看!

5

月份

市场已呈现红火之势"

与此同时! 各主要城市库存数

量也大幅减少" 据北京中原市场研

究部统计数据显示! 北京# 上海等

-6

大城市的住宅库存套数合计为

5:0;

万套! 环比
8

月底减少了近万

套! 住宅面积减少了百万平方米!

十大城市合计库存面积减少了

-059

"

这
-6

大纳入统计的城市为北

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南京# 苏

州# 青岛# 宁波# 苏州# 厦门和福

州" 其中! 除上海# 南京库存小幅

上涨外! 其他城市均有下调"

!

郑州
"

楼市耐得住寂寞吗!

多地楼市回暖的背景下! 省会

郑州房地产市场又表现如何呢$

5

月
7.

日 ! 中州大道某项目

开盘选房!

-6/-

套房源销售一空!

开盘当天即售罄" 而在同一天! 东

区某项目再度以事实撼动全城! 开

盘当天劲销
;49

" 其他楼盘销售成

绩也不俗% 经三路上某项目开盘当

天上午去化近
;

成! 二环一项目开

盘前一天遭遇业主彻夜排队! 上周

末开盘的一些楼盘反响也较好! 当

天即售出七八成房源" &日光盘'

重出江湖! 为楼市回暖说增添了有

力的佐证"

据郑州市房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 从
/

月份开始! 郑州楼市逐步

迎来回暖%

/

月商品住宅销售套数

为
4/46

套!

8

月住宅成交
./87

套!

相比去年的
/8.6

套和
7;/-

套分别

上涨
--/9

和
-789

"

5

月份整体数

据尚未公布! 但是!

/.6

房产网监

测数据显示!

5

月第一周郑州楼市

商品房网签
-;75

套! 第二周网签

76/.

套 ! 与
8

月份同期相比销量

稳步提升"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社告

诉记者! &红五月' 是红定了! 虽

然具体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但是从

零星的数据来看 !

5

月份的成交

&井喷' 还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

具体 (红) 成什么样! 还要看数据

才知道" 超过
8

月应该问题不大!

估计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

分析
"

与楼市微调有一定关系

各地楼市成交放量! 背后都有

哪些因素在支撑$ 多数业内人士认

为! 此轮楼市回暖! 一方面与开发

商持续 &以价换量 ' 战术密不可

分! 另一方面也与近期政策的微调

有一定关联"

对于楼市显现回暖迹象的原

因! 竞合地产董事长王东认为! 首

先是由于政策微调! 尤其是首套房

贷利率的调整! 对首次置业的自住

性需求群体影响明显* 第二是季节

性因素! 通常每年的三# 四# 五月

份是个成交量的小高峰* 第三就是

开发商的价格策略! 目前热销楼盘

往往采取了低价策略! 采取 &以价

换量' 的战术"

王东强调说! 楼市成交量的上

涨虽然与房价的持续回落不无关

系! 但是类似首套房贷利率优惠#

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等针对刚需的

利好政策无疑也是刺激购房者从

&观望' 到 &入市' 的强劲推动力"

据报道! 自
76--

年下半年以

来! 约有
/6

个城市出台了不同程

度的楼市微调政策! 内容涉及限购

范围变化# 土地出让# 普通住宅标

准# 税费优惠# 购房补贴# 公积金

贷款额度调整等! 其中! 运用公积

金这一信贷手段的城市超过
-6

个"

而郑州同致行市场总监曹庆伟

认为! 成交的上涨不能全部归功于

微调的作用 ! 限购压抑了很多刚

需! 很长时间不能买房! 需求需要

释放" 不过曹庆伟也表示! 微调可

以刺激部分刚需入市! 但促进作用

有限"

然而! 各地楼市恢复性回暖!

会不会使各地的微调政策被再次叫

停$

竞合地产董事长王东分析! 目

前市场不能说全面回暖! 楼市还处

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而且政策层

面在满足保障需求 # 支持刚性需

求# 遏制投机需求等方面一直是清

楚的! 地方以保障刚性需求及合理

的改善型需求为出发点! 进行适度

微调! 是符合中央调控政策的! 将

来地方微调可能会是一个趋势! 未

来开发商仍然需要通过价跌量升来

刺激市场" "大河#

核心提示

近期北京$上海$深

圳$ 南京等多地楼市成

交量呈现上扬态势%刚

需在低价和优惠刺激下

需求大量释放% 市场氛

围活跃% 各开发商也在

此形势下努力抓住传统

热销期%市场表现热烈%

人头攒动的购房场面又

重现各地售楼现场& 全

国楼市逐渐回暖的背景

下% 省会郑州的楼市能

耐得住寂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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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纷纷表示"被平均#

综合媒体报道! 拥有一套属于

自己的住房是国人一直以来的梦

想! 那么中国的住房拥有率究竟是

多少$ 日前! 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

有关机构联合发布中国
86

个城市

住房拥有率报告显示 ! 长沙以

:60-9

的居民拥有住房率位居榜单

首位! 广州# 北京# 深圳和上海
8

个一线城市住房拥有比率排名
86

个城市的最后四位 " 对于这一数

据!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拖后腿'

&被平均'! 称住房公平# 居住条件

远比高拥有率重要"

住房拥有率长沙居首 上海最

低

此次的报告由浙江大学不动产

投资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媒介调查

实验室与 +小康, 杂志联合发布"

调查涉及
8

个一线城市#

7

个直辖

市 #

7.

个省会城市和
;

个重点城

市! 共计
86

个城市"

在
86

个城市排名中! 长沙以

:60-9

的居民拥有住房率位居榜单

首位! 上海以
.40:9

的比率排于末

位" 广州# 北京# 深圳和上海
8

个

一线城市排名最后四位! 其中! 北

京以
46049

的比率排名倒数第三 "

重庆以
;6079

排名
--

位" 而其余调

查城市的居民拥有住房比率均在

469

至
;69

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 杭州# 南京#

宁波# 青岛# 厦门等经济较为发达

的省会或重点城市! 住房拥有比率

排名也大都靠后"

报告显示!

766:

年以来! 超七

成国人购买了住房! 其中用于满足

刚性需求的占六成以上" 调查结果

称! 有
7-089

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买

房!

.5089

的受访者拥有一套住房!

-60:9

的受 访 者 拥 有 两 套 住 房 !

7069

的受访者拥有三套住房!

60/9

的受访者拥有四套住房"

'一线城市房价高导致置业

难(

对此! 中原地产研究总监张大

伟表示! 一线城市之所以住房拥有

率比较低! 是因为一线城市的外来

人口非常多! 房价又特别高! 再加

上诸如限购等严厉调控政策使得购

房需求受到一定的影响! 这些甚至

对刚性需求也产生了影响"

&一线城市外来人口多! 所以

住房自用率也就相对低"' 上海易

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接受

中新网房产频道时做出如上表述"

合富置业首席分析师龙斌表

示! 在此项调查中! 一线城市的住

房拥有率偏低! 并不奇怪" 分析起

来! 主要与一线城市外来人口比例

较大有关系" 并且! 一线城市住房

拥有率偏低! 并不奇怪

&住房拥有率低也不能完全说

明问题"' 张大伟表示! 有很多廉

租房# 公租房没有纳入统计中! 严

格地讲! 银行贷款买来的房子只有

还清贷款了 ! 房子产权才算自己

的"

'数据掩盖居住条件等指标(

在这份 +中国居住小康指数,

榜单中! 即使是排名最低的上海!

其住房拥有率也高达
.40:9

" 这意

味着! 上海近七成人拥有住房" 而

对于这一数据 ! 网友纷纷表示质

疑! 称 &拖后腿'# &被有房'" 部

分网友表示! 住房公平远比高拥有

率重要"

不久前! 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国

人民银行共同发布了一份 +中国家

庭金融调查报告,! 报告称报告称

目前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

;:0.;9

! 远超世界
.69

左右的水平

<

美国为
.59

! 英国为
469

! 日本为

.69=

! 处于世界前列" 对此! 很多

网友也直呼与自己感受不符"

两份报告中 ! 中国住房拥有

率均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 让人质

疑 其 调 查 的 科 学 性 和 真 实 性 "

+小康, 杂志社相关人士称! &我

们没有严格限定住房拥有率的定

义 ! 这个是根据受访者自己的理

解来填的"

据新快报报道! 中国社科院财

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认为! 家

庭拥有自有住房! 不代表居住问题

已经解决" 通常经济发达国家自有

住房拥有率低! 而落后国家的自有

住房拥有率高" 发达国家人口流动

性强! 为了减少住房买卖的麻烦!

很多人宁愿租房住而不是买房" 落

后国家人口流动性较差! 拥有自有

住房的家庭! 反而更可能居住在自

己拥有的住房中" 因此! 单单以家

庭是否拥有住房来判断居民的居住

条件! 往往高估了居住条件! 也可

能导致住房公共政策选择的不当"

新华日报援引江苏省住建厅房

地产监管处副处长李强的观点则认

为! 官方从未提过 &住房拥有率'

的概念! 而是按照住建部口径! 只

提 &住房私有化率'! 即私有住宅

的面积占全社会住房总面积的比

率" 但这同样也有 &被平均' 的问

题! 比如住房私有化率是
:69

! 并

不意味着
-66

个家庭中有
:6

个家

庭有自己的房子! 而很可能是其中

的部分家庭拥有不止一套房子"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住房拥有

率高并不代表住房资源分配的公平

和均衡! 有的家庭有好几套房! 有

的家庭却买不起房! 所以数据很可

能反映的是 &平均数'! 不少家庭

&被平均' 了"

上述业内人士认为! 公众关注

的是自有住房拥有率的高低! 但实

际上关心的是自己是否拥有较好的

居住条件" 从这一点来说! 住房公

共政策应着力在 &有房住' 以及是

否能提供更好的居住条件上! 而不

是 &有住房' 上"

)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