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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买房要注意什么呢?现整理几条冬季买
房的注意事项,供大家参考。
一、房屋取暖最关键

在房屋的选择上,尽量不要选择靠边或顶层
的户型,因为这类户型都有侧面或顶层暴露在外,
这在冬天会加快散热,尤其是一些公房,由于建筑
的保温技术和质量都无法与商品房相比,因此裸
露在外的墙面越多,房屋的保温效果越差,同时对
于那种自采暖的房屋来说也意味着消耗的能源
更多,花费的费用越大。

二、查看采光有讲究
对于高层住宅,楼层不要过低。因为低楼层

获得阳光照射的时间相对较短,也很容易受到遮
挡,阳光照射的长度和强度都会大打折扣,同时也
要注意楼间距和其他遮挡情况;最后是房屋内部
的结构问题。如果房屋进深过大,犹如隧道,那么
其接受阳光的效果自然不好,而如果选择面宽较
大的房子,则采光面更大,房屋会显得亮堂和宽
敞。

三、通风,也要密封好
冬季是西北风比较盛行的季节,且风力也最

猛,在此时去看房,顺便测试一下房屋的通风效果
也是不错的选择。在查看通风效果时不要忘记
检查房屋的密封效果,即将房屋门窗紧闭后,看室
温是否能快速上升,并可在门窗的缝隙处感受一
下是否有空气流进的现象,如果只注重通风不关
注密封的话,那么房屋预期的采暖效果将很难得
到保证。

四、环境、景观需问清
现在很多楼盘,都是选择先做小区绿化,然后

再卖房子,小区绿化对整个小区环境起到很大的
作用。所以,在购买新房时,一定要看一下小区的
整体绿化情况,或者向小区的物业人员打听一下,
让自己做到心里有数。

如果大家掌握了冬季买房的一些诀窍,而且
适时入市买房,不仅能够赶上今年政府的房产利
息的优惠政策,还能早日实现自己的置业梦想。

冬季购房房屋取暖最关键
查看采光有讲究

商品房交易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商品买
卖的特殊行为，标的额巨大、手续繁琐且需
要一个长时间过程，所以必须按照严格的程
序办理。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不清楚自己是
否限购的小伙伴最好先到成都市房管局查
询住房信息。
(一)开单身证明

单身的小伙伴则需要开具单身证明。
如果是期房则主要通过查看设计图、效果图
等图纸资料、沙盘模型及询问售楼人员的方
式，以全面了解房屋的建筑质量、装修标准、
户外景观、周边环境、配套设施、物业管理等
相关因素，了解价格、户型、面积、层数、朝向
等情况。

(二)签订商品房合同
推荐的规范文本或房屋土地管理部门

印制的标准文本，并将销售面积、基价、层
差、交付日期、违约责任、建材安装标准、建
筑质量要求等填写准确清晰，签订完合同
后，应该按合同条款规定缴纳房款。需提供
银行按揭的，还应办理按揭手续。

(三)查看开发商证件
购买商品房可以约定付款方式，一次性

付清、分期付款、银行按揭，签合同时要注意
开发商是否具备五证：《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
房销售预售许可证》。

必须齐全才能签，尤其是《商品房销售
预售许可证》，如果不全可能办不了产权证
和土地证。

(四)办理付款
贷款的话，如果选择的是商品房，一般

都由开发商协助办理，先签订买卖合同，约
定付款，提供买受人的相关证件，具体要根
据银行的要求。

贷款买房需要提供的资料：本人及配偶
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未婚由当地户籍或
民政部门出具未婚证明，或自己出具未婚申
明)。个人收入证明(工作单位提供)、(个体经
商提供营业执照、银行流水账单、税票)。

购房小贴士:
单身小伙伴买房流程

近期笔者走访市场发现，目前市场上很多
置业者为买房纠结着，不知现在买房是否合
适，也担心买房之后不保值怎么办，更是考虑
应该一步到位，还是先买个小户型过渡。为了
能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房子，很多购房者已经开
始忧郁了。那么，就让市场专家把脉楼市，对
症下药帮您解除忧愁。
纠结1:
现在“抄底”行不行

不少有买房需求的置业者都希望能适时
“逢低抄底”，可以说是一边观望，一边纠结现
在买房到底合适与否。
故事：

任营是一位有改善型需求的意向购房者，
“我想换个90-100平方米的房子，但经过了去
年调控之后，心里也没底，总想在房价最低的
时候买房，却不知该何时出手，现在买房可以
吗？”
把脉：

业内人士认为，经过 2011年的房地产调
控，整个房地产行业也进行了重新的洗牌。对
于购房者来说，没有最低的价格，只有合适的
价格。
对症下药：

经济条件允许，感觉合理，就该适时出

手。很多购房者有抄底的意愿，但未必都能把
握恰当的时机。其实只要是购房者觉得房价
是在自我感知的合理价位就应该适时出手购
买。

随着金融政策的放宽和刚性需求人群购
买力的逐步释放，房地产市场正在慢慢复苏。
购房者可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自身的需求
选择合适的楼盘适时购买。

对于改善型需求的购房者来说满足其居
住需求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要在商品住宅价格
短期波动上纠结。

从商品住宅金融属性上分析，从保值和升
值的角度上看，长期持有商品住宅比其他投资
产品都有优势。
纠结2:
大两室、小三房到底买哪个

笔者走访市场发现，90平方米左右的小
三房不仅在房源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很多开
发商还会以其作为产品卖点来宣传。面对传
统舒适的两室房，和相对实用的小三房，该如
何抉择？
故事：

刚刚生完宝宝的黄琳琳正准备换个90平
方米左右的房子，“小房子住够了，想买个舒适
度较高的户型。”她表示，按照现在市场房价和

自己现在的经济水平，就能换个 90平方米左
右的房子，但是换个宽敞点的两室房，还是换
个其中一间只能做储物间的小三房呢？“真是
不好选择。”黄琳琳皱着眉头说。
把脉：

业内人士表示，为了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很多商家将 90平方米设计出小三房，开发商
在设计户型的时候，大多考虑了刚性需求的心
理和生活需求。小三房一般都面积不大，总价
不是很高，但是各个功能间齐全，实用性较强。
对症下药：

三口之家，实用户型更重要。按照目前市
场状况来看，适合改善型人群的小户型房源比
较多，在两房和三房之间做选择，对于有妈妈
在家帮照顾孩子的黄琳琳来说，虽然追求舒适
度是基本要求，但毕竟几年后宝宝长大也需要
自己的房间，而储物间又可以承担堆放玩具和
不穿的衣物等功能，减少多余生活用品占用的
空间。如不做储物室，有亲戚朋友来做客，虽
然房间小，但小三房也比较方便。

虽然，两室户型各个功能间的面积更大些，
居住更舒适些，但是对于黄琳琳来说，没有小三
房适用，况且小三房在未来的日子里也更容易
出手。

买房“三大纠结”专家对症下药为你解忧

5月23-25日，由广东省房地产行业协会主办的“2014珠三
角房地产博览会”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本次房博会共
吸引了20多个海外国家300多个项目参展，这20多个海外国家
分别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
宾、泰国、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英国、西班牙、坦桑尼亚、圣基
茨、保加利亚、斐济、德国、法国、荷兰、迪拜等。在我国，海外购
房置业的热潮方兴未艾，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收入
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考虑往海外投资发展。截

至2013年底，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
128.6％，从1990年的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第四大移民输出
国。目前中国人已经成为温哥华、布里斯班、伦敦这三个城市房
地产业的最大海外置业投资家，购房额占到当地房地产销售总
额的20％至40％。
海外置业房产的主要类型
1、投资型

以投资为主要目的的投资人占有较大比重，一是由于国内
投资渠道有限，二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了解到外国的
投资机会，不动产又是投资实物类型，更易于接受。
2、教育型

此类房产在近几年突显，主要为了子女的当前或是未来接
受海外教育时生活的便利性考虑而置办，其中也包含很多投资
的因素在内，不仅是学区房受追捧，一些好学校周边的房产价格
更是相对坚挺，而且近年来上涨幅度相对更大。
3、移民型

此类房产通常与该国的投资移民政策挂钩，满足一定金额
和条件即可获取居留权。移民型的海外房产关键在于该国对于
房产和移民政策的匹配和完善程度，比如对房产类型的限定、对
给予签证的类型、获得签证的条件等。
热门移民国家和地区

2014年，面对传统移民国家的政策紧缩以及新兴国家大门
的陆续敞开，各国移民政策及国人的移民趋势又将发生怎样的

变化?
欧洲各国移民项目成为移民市场的亮点和黑马，抢占了移

民市场的一定份额，移民市场持续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美国
的EB-5投资移民项目进入黄金时期，加拿大魁北克省移民项
目重开，澳大利亚购房补贴政策将继续吸引更多海外投资置业
者，马来西亚的移民优惠政策仍具备较大的吸引力等等。
海外购房有涨有跌

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了全球多个国家的房地产市场，导致
房地产行业陷入低潮期。如今，经济复苏，各国的房地产行业逐
渐恢复生机。

据分析人士称，由于各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不同，每个国家的
房地产市场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房地产市场并不是一味上行
的，各国的房价也会有涨有跌，在不同阶段、不同区域，海外置业
的价格变化较大。而且各国之间的政策与市场也存在一定的差
异。

由于各国相关政策不同，中国客户在海外买房投资受到一
定的限制。例如在泰国，中国客户不能购买别墅，不能购买土
地，只能购买公寓。在新加坡，中国客户不能购买组屋，组屋是
新加坡政府专门给当地年轻人建造的房子，房价比市场价格大
约低70％。海外房地产市场对于中国客户来说是陌生的，中国
客户很难单独了解清楚不同国家的不同法律体系、市场规则以
及购房政策等内容，这就需要聘请专业机构、律师来进行把关，
防止出现意想不到的风险。中国客户在海外买房投资时要注意
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变动情况，做好相关的应对工作。

再说海外置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