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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或成
楼市调控加码窗口期

国家统计局 22 日数据

显示，9 月，在全国 70 个大中

城市中，有 69 个城市的新建

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

价格同比上涨。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同

比涨幅均超过 20%，这是该

项统计自 2005 年开始发布

以来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分析人士表示，房价快速

上涨超预期，可能引发新的调

控政策，四季度可能迎来政策

窗口期，热点城市可能密集出

台微调政策，中央层面可能推

出新的调控措施。尽管楼市调

控长效机制正在酝酿，但从当

前态势看，限购、限价等行政手

段短期内可能不会退出，甚至

有加码可能。

9月，在全国 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
(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 65个，
持平的城市有 3个，仅温州和桂林 2个城市环比
下降。平均而言，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平
均环比上涨 0.72%，继续处于上涨通道中。

与去年同期相比，在 70 个大中城市中，仅
温州 9 月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其余城市均
同比上涨。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
一线城市 9 月房价同比涨幅均超过 20%，北京
继续成为领涨者。平均来看，70个大中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 9月平均同比上涨 8.7%，创今
年以来新高。

业内人士表示，与 2007年的一轮房价大涨
相比，目前的房价上涨有所不同。2007 年时，
房价上涨较普遍，不同城市房价涨幅差距不
大，而目前区域市场分化较明显，在一线城市
大幅领涨同时，部分二三线城市存在供应压
力，房价上涨后续动力不足。

中原地产报告显示，9 月，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平均上涨
1.4%，天津等 31个二线城市平均上涨 0.7%，唐
山等 35 个三线城市平均上涨 0.6%。一线城市
与二三线城市涨幅差距正逐渐拉大。

市场人士表示，导致这种分化的主因是土
地供应。近年来，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土
地供应不足，但市场需求持续增加，市场出现
供不应求局面，而众多三四线城市在土地财政
驱动下大量供地，给市场带来消化压力。

在房价快速上涨背景下在房价快速上涨背景下，，部分城市可能难部分城市可能难
以完成今年的房价控制目标以完成今年的房价控制目标。。99 月月，，在全国在全国 7070
个大中城市中个大中城市中，，有有 151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同比上涨超过同比上涨超过 1010%%，，2424个城市涨幅在个城市涨幅在 88%%——1010%%
之间之间。。

楼市区域分化态势明显

在热点城市房价上涨的原因中，供应不足首当
其冲。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认为，近几年北京商
品房供地规模始终处于负增长状态，虽然供地总规
模不小，但剔除保障房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后，纯商品房用地面积不足，再加上配建制度将保
障房用地成本转嫁到商品房土地上，推高商品房地
块价格。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9月下旬以来，
北京楼市库存已降至6万套以下的历史最低水平。

预期管理失效进一步助长房价涨势。7月以
来，一线城市频繁出现“地王”，且“地王”潮逐渐
蔓延至二线城市。“地王”带来的房价上涨预期
导致市场出现一定程度恐慌情绪，恐慌性需求
加速入市又进一步推涨房价。

近几个月一线城市成交区域分布显示，高
价地对房价有明显影响。近两个月来，北京部
分区域的土地价格均超过该区域历史峰值，这
些区域正是近期房价上涨较快的热点区域。

业内人士认为，在当前供需失衡和预期管理
失效的背景下，要想在短期内止住房价上涨势头

恐非易事。北京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
伟表示，一二线城市集聚过多资源，房价易涨难
跌。2012年以来过多的信贷供应是房价上涨重
要原因。这些影响房价上涨因素目前依然存在。
由于热点城市房价具有更强的上涨动力，房企持
续向热点区域集中，可能助推房价上涨。

张大伟表示，房价持续上涨的现实正在促使
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加速出台。分析人士认为，
作为调节市场供需重要手段，房产税改革试点扩
围时点可能临近。

分析人士认为，楼市调控政策需加码，从而在
短期内迅速抑制房价涨势，稳定市场预期。业内
人士建议，热点城市可适度上调二套房首付比例
和贷款利率，限购不严厉的城市需提高限购门
槛。在有关部门窗口指导下，部分城市已出台微
调政策。继郑州、南京先后收紧调控政策后，深圳
近期推出稳定房价8条措施。北京市有关部门近
日宣布，明年将供应超过5万套自住型限价商品
房以平抑市场供需矛盾。

地王助推房价上涨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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