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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城房价6月环比涨0.56%
房价涨幅较5月扩大0.11%
上半年土地出让金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约35%

1 日，记者从中国指数研究院
获悉，6月份，全国 100个城市（新
建）住宅平均价格为 10628 元/平
方米，环比上涨 0.56%，涨幅较上
月扩大 0.11 个百分点，连涨两个
月。此外，上半年土地出让金与
去年同期相比，减少35%左右。

●百城房价连涨两个月
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

百城价格指数对 100 个城市
新建住宅的全样本调查数据，
2015年 6月，全国 100个城市
（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0628
元/平方米，环比上涨 0.56%，
涨幅较上月扩大 0.11 个百分
点，连涨两个月。

根据百城价格指数对北
京、上海等十大城市（新建）住
宅的全样本调查数据显示，
2015 年 6 月十大城市住宅均
价为19357元/平方米，环比上

涨 1.09%，涨幅较上月扩大
0.10个百分点。

十大城市中，重庆（主城
区）、广州环比下跌，其余城市
均上涨。具体来看，深圳上涨
6.58%，居首位。

二手房方面，6月，十大城
市主城区二手住宅样本平均
价格为27461元/平方米，环比
上涨 2.03%。十大城市中，除
重庆环比下跌外，其余城市均
上涨。

●政策刺激致楼市升温
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认

为，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决定
自 2015年 6月 28日起有针对
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
准，同时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
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意在提
振实体经济、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并将进一步充裕房地产市
场的资金面。

其他政策方面，中央及地

方继续释放稳定楼市信号，多
种方式调整、放松住房公积金
政策；供求方面，随着各类政
策效应的累积，市场需求继续
释放，成交加速回暖，并带动
各地供应量持续放大。

分析显示，整体来看，6月
楼市延续升温态势，百城价格
指数继续上涨，环比涨幅扩
大，同比跌幅继续收窄。

●7城市卖地收入下降幅度较大
记者从中国指数研究院获悉，

上半年的房价虽然先跌后涨，但是
卖地收入却在减少。10 个城市中
只有三个城市卖地收入增加。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上半年卖
地收入前十名的城市中，与去年相
比，仅有 3个城市的卖地收入有所
增加，而且只是微涨，分别是上海、
济南和武汉。

其余 7 个城市则下降，下降幅
度较大，比如杭州，下降幅度最大，

下降达六成多，也就是说，今年上半
年的卖地收入仅为去年同期的三成
多。

北京和天津下降幅度也比较
大，下降幅度近五成。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2015年上半年，上海卖地收入排名
全国第一，收入超680亿元。

6月 3日，上海推出多幅土地，
多家房企争抢。据监控数据显示，
上海在 6月的第一场土地拍卖中，

一共出让了 4幅地块，共取得 121.3
亿元土地出让金。

各项利好加上正值旺季，业内
外对房地产行业的期望日益增加。
上海市场去年四季度逐步企稳复
苏，房价在年底止跌，今年4、5月大
幅回暖进入上升通道，中高端改善
需求在政策刺激下不断释放。

北京已超 600亿排名第二。而
每年占据榜单前五位的杭州，此次
则跌到了第十名。

●未来房价延续上涨趋势
展望未来，中国指数研究院认

为，央行年内第三次降息降准，将进
一步降低购房成本、推动需求平稳
释放、助力市场加速回暖。随着楼
市成交回升，一线及部分热点二线

城市库存压力将进一步减轻，房价
将延续上涨趋势；而库存水平高的
城市仍然面临较大的去化压力，“以
价换量”仍是其未来市场的主基调，
房价将保持相对平稳。

在多重利好政策的促进下，房
市将出现复苏，而开发企业在拿地
方面也将提高积极性，二季度土地
市场将有所复苏。

●供应减少是土地收入减少主要原因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

为，供应减少是上述主要城市土地
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包括北上深
广等主要城市在内，虽然上半年也
出现一些高价地块，但因为挂牌土
地总体减少，造成土地出让收入整
体锐减。”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今年多个
城市的土地供应开始收紧。今年 3
月 27日，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
设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优化2015年
住房及用地供应结构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文件明确
要求各地合理安排住房及其用地供
应规模，优化住房及用地供应结构，
在楼市高库存地区，减少住宅用地

供应量直至暂停计划供应。
5月 17日，《关于下达〈2015年

全国土地利用计划〉的通知》印发，
要求各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合理
安排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促进区域、
城乡、产业协调发展。

上述两个文件出台之后，北京、
上海、广州、南京、成都、厦门等多地
公布了2015年土地供应计划，多个
城市的土地供应计划整体“瘦身”，
北京、上海、广州三个一线城市的降
幅均超过 20%，其中北京计划供应
居住用地仅1200公顷，同比下降了
27.27%，创下了近几年土地供应的
新低。

今年前五个月北京仅新增土地

供应 26 宗，创 2009 年以来同期新
低。“从未来预期看，北京、上海等城
市待售土地并不多，特别是北京，目
前挂牌的只有12宗远郊区土地，处
于历史最低规模。”张大伟说。

张大伟认为，目前一线城市平
均楼面价达到了每平方米8254元，
住宅类楼面价每平方米也在万元以
上，这是2014年一季度以来的最高
值。事实上，即使楼面价接近或者
超过房价已经成为一线城市土地市
场的新常态，但房企对一、二线城市
土地的追逐仍旧很激烈。张大伟
称，房企扎堆一、二线城市，在推高
地价的同时，明显也在酝酿风险。

《中小学生校服》国标出台

衣领处不能缝标签
全国中小学生的校服有了统一

规范。日前，国内首个专门针对中
小学生校服产品的《中小学生校服》
国家标准出台并实施，对学生校服
的面料、制作安全要求和舒适度等
都作了明确规定。比如：校服直接
接触皮肤的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
不低于 35%，不允许在衣领处缝制
任何标签。国家标准委表示，标准
不再按照传统做法对校服产品进行

划分等级，仅设立了一档准入门槛。
新出台的国标在安全角度作出

明确的高要求，校服中的甲醛、pH
值、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等含量
应达到《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
术规范》B类要求；燃烧性能、附件
锐利性等应符合《婴幼儿及儿童纺
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比如，小学
生校服上的帽绳长度应该在一定范
围内，过长的话，容易缠绕脖颈。对

校服的一般性能要求，标准规定要
与现行服装同类标准的一等品要求
相当，特别是色牢度、水洗尺寸变化
率、起毛起球、色差等指标，相比一
般服装产品，校服标准部分指标达
到优等品水平。标准中还加入一些
细节要求——校服直接接触皮肤的
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值不低于
35%；不允许在衣领处缝制任何标
签。

■解读

校服要达一等品或优等品水平
参与制定校服标准的中国

纺织品工业联合会科技发展部
标准处处长孙锡敏称，标准制
定开始于今年3月18日，由教
育部门、国标委以及中国纺织

品工业联合会等行业机构共同
制定。

加紧制定和出台校服标准
的原因在于，近年来公众对校
服质量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尤其是在上海“毒校服”事
件发生后。

孙锡敏说，标准出台之前，

校服使用的是纺织品标准等，
它们作为强制性标准，是同样
适用于校服的，只不过比较分

散，不太利于参照使用。
此次制定标准内容时，未

作详细的细分，而是根据校服
的用途，围绕“安全、质量和外
观”三个指标出台了一个综合

性标准，这在标准制定上是一
个创新行为。

“校服标准要达到一等品
甚至优等品标准。”孙锡敏说，
标准从甲醛超标、面料、pH值、
异味等各个方面都提高了要
求，“提高到B类，纺织品分A、
B、C三类，其中A类是针对婴幼

儿的要求，B类是针对贴身产
品的要求”。在质量要求上，和
同类产品相比，校服标准将达

到一等品，有的要高于一等品
达到优等品标准。比如，在色
牢度上，一等品的要求是3至4
级，合格品的要求为3级。在

耐撕磨上，一等品的要求是3
至4级，合格品的要求是2至3
级。

随着标准提高，今后校服
的价格可能会有上涨的波动。
孙锡敏表示，目前生产校服的
几乎没有大企业，所以也希望
通过标准的出台，将注重质量

的大企业引入到校服生产中
来，从而促进校服质量的提高。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我国首个工商大数据分析系统正式上线
湖北工商大数据分析系统 1日

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国首个在全
省运用大数据手段对工商领域的海
量数据进行挖掘和利用的系统。

这一系统有助于精确定位消费

痛点，“靶向”监管打击违规企业，还
有助于全面了解市场主体构成情
况，发现主体退市规律，科学培育主
体。

大数据系统还可以准确地发现

经营异常企业的分布及其原因，为
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管提供数据支
撑；能直观地提供全省市场主体的
类型、结构及分布情况，各类关键指
标的同环比分析清晰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