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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城房价连续4个月上涨
更多支持政策将陆续出台

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这个冬天不算寒冷。

12月1日，中国指数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指院）发布的数据显示，11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10899元/平

方米，环比上涨0.46%，涨幅较上月扩大0.16个百分点。同比方面，百城住宅均价较去年同期上涨2.93%，涨幅较上月扩大

0.86个百分点。这也是百城房价同环比连续第四个月上涨。

中指院常务副院长黄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围绕中央去库存战略导向，更多相关财政、货币等支持政策将陆续出台，

楼市“暖冬”可期。价格方面，部分一二线热点城市受需求热度及高价土地成交影响，房价上涨压力依然较大。

中指院数据显示，11月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为41个，较上月
减少7个。涨幅居前十位的城市依次
是：苏州、深圳、惠州、廊坊、上海、武
汉、珠海、南京、北京以及宁波。具体
来看，苏州、深圳环比涨幅超过 2.5%，
苏州因均价较高楼盘入市以及个别楼
盘新推房源类型变化，价格上涨较多。

在同比方面，11月上涨的城市个
数为34个，上涨城市个数较上月增加
1个。其中，深圳上涨34.75%，仍居首
位；武汉、上海、保定涨幅超过10%；北
京、珠海等 23个城市涨幅介于 1%到
10%。

黄瑜分析，年末房企积极推盘加
快回款，新增供应量较上月有所增加；
需求方面，多重利好政策刺激下一二
三线城市成交量均平稳上升，库存压
力继续得到缓解。

在供需两旺的背景下，11月房价
稳步上升有成交量作为基础。中原地
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11月全国
主要的54城市，合计住宅签约达到了
28.5万套，环比增长 2.4%；而从前 11
个月看，累计成交套数达到 268.36万
套，同比增长14.3%。

中原地产研究总监张大伟告诉记
者，市场成交水平仍处高位，成交量整
体回暖带动全国房价呈现上涨走势，

楼市出现了暖冬。与去年同期相比，
新建住宅成交面积整体回升明显，二
线城市增幅最大达17%。

他进一步说，从今年以来的宅地
成交情况看，土地出让金涨幅靠前的
并非一线城市，而是南京和苏州，其土
地出让金涨幅分别高达 42%和 52%，
平均楼面价涨幅分别为 64%和 55%。
房企越来越多将目光转向表现活跃的

二线重点城市。
新建商品房均价上涨是在宏观经

济缓行和地产行业去库存的背景下实
现的。北京中房研协首席研究员李战
军告诉记者，政策回归常态并且落地
较好，导向由抑制房价投机变为稳定
住房消费，减首付、降低购房利率等措
施效果明显，使得中期压抑的住房需
求得以释放。

四季度楼市利好从中央和地方纷至沓来，为楼市暖冬奠
定了基础。11月以来，“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
发展”、“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带动住房等消费”等高层声音连
续出现，为行业未来政策奠定基调。

观察地方举措就不难看出中央去库存的力度。山西、四
川、甘肃、安徽四省份明确发文取消限购政策，目前仅剩四个
一线城市在坚守。

令不少地方头疼的库存问题也有了明确扶持方向，住建部
住房保障司副巡视员刘霞在回应“棚改危改新建对楼市库存造
成压力”时表示，住建部从上半年始终通过各种方式来大力推
动棚改货币化安置工作。这几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
有些城市可能存量比较大，如果能将两者有效衔接的话，一方
面能够满足老百姓自愿自主的需求，另外也能消化存量。

湖南省在 11月中旬发文称，从 2016年起，省级专项补助
和基础设施配套资金对货币安置比例大的项目予以倾斜奖
励。接受货币补偿的市民，在1年内购买了本市、县商品住房
的，可凭相关证明领取一定比例的一次性奖励。

中原地产监测的24个重点城市而言，多数城市的库存面
积有细微降低。张大伟说，从另一个指标——库存消化周期
可以看出，很多城市已经成功压制住了该指标继续增长的势
头，部分城市的消化周期小有回落。按当前市场趋势，重点城
市销售市场的活跃仍可维持。

黄瑜提到，近日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稿出台征求意
见，公积金提取范围将更广泛，楼市信心得到进一步提振。

根据这份送审稿，除了对提取条件放宽之外，送审稿还规
定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
业人员同样可以缴存住房公积金。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告诉记者，针对特定人群加大政
策鼓励和优惠，无形中扩大了潜在购房群体，对去库存大有好
处，这是未来住房政策的方向之一。

一线城市房价涨幅居前 政策将继续温暖楼市

房产回归消费属性
房价才能真正止涨

如果要使房价回归正常合理水平
的话，需要改变目前中国人将房子作为
投资品的观念，将房子作为消费品而非
投资品。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 12月 1日发布
的百城价格指数显示，11月份，全国100
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 10899
元/平方米，环比上涨 0.46%，涨幅较 10

月扩大0.16个百分点。自今年5月份房
价止跌回升后，百城住宅均价已经连续
七个月出现环比（与上月相比）上涨。
同比（较上年同期）来看，在经历连续十
个月下跌后，目前已连续四个月呈现上
涨态势。

在商品社会里，房屋是最大、最有
利可图的商品。既然房子是商品，它就
一定符合商品的价值规律。犹如股票
的基本价值是从企业未来的盈利中获
得，住房的基本价值是源于未来出售或
出租住房产生的收入。但当一种资产
的价格脱离了基本价值，泡沫就形成
了。

目前的国内楼市，除了具备刚需的
正常消费品属性之外，同时还是作为一
项保值增值的投资产品。由于股市不
振、上一轮震荡的余波仍旧未平，黄金
更是难以避险、上一次大妈抄底华尔街
的伤痕依然存在，因此，对于缺乏投资
渠道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只有房子才能
抵抗财富缩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截至 10月底，中国商品房待售
面积68632万平方米，同比增加14%，创
下历史新高。也就是说，买房只等升值
的投机行为占了相当比重。

近年来，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推
高房价预期，提供了抬高房价的环境条

件。对房地产投机者来说，他们敢炒房
子，特别是在大城市炒房子，因为他们
相信有人会接手他们的房子。

无论是股票还是房子的价值，都是
根据众多购买者对未来回报的预测而
定。大家心里都明白，房市泡沫越大，
在价格低位进场的投机客抛售房产后
所得的利润也越高。这就像进入股市
那样，谁能抄到底，谁能保证在价格最
高点抛售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欧美，平
均 2%的房地产税是一个有效控制房价
的平衡器，而房贷利息的随时上涨，以
及政府“劫富济贫”所推出的大量廉租
屋，由这三种利器糅合在一起，好似绞
索一般套住了房价的恶性攀升。所以，
一方面，欧美的房价不可能像中国涨到
天上去，另一方面，欧美低收入者可以
租到能够承受的廉租屋，一样能够安居
乐业。

总体来说，如果要使房价回归正常
合理水平的话，需要改变目前中国人将
房子作为投资品的观念，将房子作为消
费品而非投资品；在房产税征收上，对
第一套自住房采取免缴房产税，第二套
自住房或出租房少缴税，第三套以上仿
照欧美，每年按房子的市场价格，按各
地房价泡沫程度不同，征税 1%到 3%的

房产税，或称“奢侈消费品税”。
此外，对空置房征重税，对出租房出租房

减免税收减免税收，，可以逼迫炒房者将空置房出可以逼迫炒房者将空置房出
租租，，以加大市场上的供应以加大市场上的供应，，以此扭转租以此扭转租
房市场成为买方市场房市场成为买方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只有这样才能
从“居者拥其屋”的谜思中解脱出来，尽
快达到“居者有其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