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产 16
2022年9月20日 星期二 值班编委 张立 编辑 季燕梅 美编 杜晓君 校对 杨宗贵

楼市因城施策继续深化

限制性政策正逐步弱化

9月 15日，青岛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官方公众号发文称，缩小住

房限购政策的范围，除市南区、市

北区（原四方区域除外）外，不再

实行限购政策。同时，二孩、三孩

家庭可增购 1套住房，外地居民居

住满半年限购 1套；二手住房不再

限购。

同日，《济南日报》发布消息

称，济南继续对二环以内的历下

区、市中区实施限购。这也意味

着，济南市的其他区域不再纳入限

购范围。

在此之前，宁波、苏州两地也分

别对限购政策进行了调整，使之更

有利于刚需和改善性需求的释放。

在此轮因城施策的调整中，

除宁波、苏州、青岛、济南等二线

城市外，一些三线城市也有相关的

动作出台。

9月上旬，湖南常德、湖北襄阳

分别对公积金贷款政策进行优化，

包括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放

宽借款申请人家庭还贷能力测算

标准等。徐州则于 9月 13日发文，

提高三孩家庭公积金贷款最高额

度。此外，浙江省兰溪市、江苏省

泰州市、湖南省浏阳市也于本月出

台政策，以发放购房补贴、允许二

孩和三孩家庭购买多套住房等措

施，来吸引购房者。

区县一级的政府部门也表现

出了紧迫感。9月 13日，河北省邯

郸市下属的磁县和成安县发布《关

于支持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

发展的十条政策措施》，对楼市政

策进行优化，并将任务细化到各职

能部门。此前，安徽省淮南市高新

区管委会也发文，在区域内实行购

房补贴。

楼市政策的优化，覆盖了不同

能级的城市，体现出对因城施策的

深化已经是普遍现象。有分析人

士指出，在棚改货币化退潮后，三

四线楼市需求不足，近年来增长乏

力。相比需求潜力更大的一二线

城市，其现状更加值得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城市已经

不是首次对政策进行调整。出于

稳定市场预期的目的，今年以来，

不少城市已多次对政策进行优化。

以青岛为例，今年 6月 3日，青

岛就对中心城区房产政策进行了

调整，将黄岛区、城阳区（含高新

区）、崂山区王哥庄街道调出限购

区域。5月和 8月，青岛还两次调

整了公积金政策。

中指研究院指出，今年以来，

全国已有超 250个省市优化调整

楼市政策超 700次。其中，4月至 6
月曾是政策密集出台期；7月至 8
月，各地因城施策有所放缓；9月以

来，这种节奏进一步加快。

来自监管部门的支持和鼓励，

是近期因城施策得以深化的主要

原因。7月 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指出，因城施策用足用

好政策工具箱。8月末的国务院常

务会议也表示，允许地方“一城一

策”灵活运用信贷等政策，合理支

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表示，近年来，中央监管

部门在楼市调控中更强调“压实地

方责任”，但同时也赋予地方政府

更大的调整权限。因此，近期很多

城市都出台了稳楼市政策，且并未

遭遇“一日游”的窘境。

他指出，按照现有的政策方

向，楼市政策继续优化是未来的大

趋势，主要表现为限购、限贷、限价

等各项限制性政策的弱化。但在

重点一二线城市，寄望于这些政策

彻底取消并不现实。

稳定预期 强化信心

市场方面，对于稳定预期、强化信心的需

求已十分迫切。

2022年，楼市开局略显低迷，但相较于往

年，整体交易数据并不差。今年第一季度，全

国商品房销售规模虽然低于去年同期，但仍

高于 2018年、2019年和 2020年的同期水平。

进入第二季度，部分城市疫情反弹压力较大，

在严格的防控措施下，房地产交易一度受

阻。4月和 5月，商品房交易规模连续创下近

五年的同期新低。

在此期间，各级监管部门推出多项稳楼

市措施。5月中旬，监管部门将首套房贷利

率下限在 5年期 LPR基础上下调 20个基点，

随后又宣布降息。6月，房地产市场的各项

指标有所改善，在纳入国家统计局的 70个大

中城市中，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创去年 9月
以来的新高。

但 6月下旬，部分项目出现停工停贷现

象，并出现蔓延，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心理影

响。进入 7月，随着传统淡季到来，房地产交

易规模明显下滑，楼市复苏的势头被阻断。8
月，央行再度降息，但市场交易仍然没有真正

的起色。

进入传统的“金九银十”，市场仍然表现

不佳。据中指研究院监测，今年中秋假期期

间，代表城市商品住宅成交规模较去年中秋

假期降幅超三成。该机构认为，当前房地产

市场情绪仍较为低迷，需要时间修复。

今年 8月 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总的看，房地产市场呈现下行态

势，当前整体上处于筑底阶段。”业内人士普

遍认为，这种筑底的态势已经延续至今。

此轮的政策深化，能否起到强化信心的

目的？

严跃进认为，一方面要看政策的力度，以

及叠加效应能否实现，政策力度大、针对性强

的城市，效果更容易体现；另一方面则取决于

所在城市的基本面，市场需求潜力较大的一

二线城市更容易回温。

北京某上市房企相关负责人则认为，就

整体市场而言，信心的恢复恐怕需要较长时

间。因为相比于对需求端的“减负”，对供给

端的限制性条款仍然较多。且鉴于企业运作

的复杂性和房地产开发的周期性特征，企业

信心的恢复恐怕需要更长的周期。

但他同时认为，在各地强力的“保交付”

措施下，短期来看，市场的恐慌情绪有望缓

解，预期也将逐步恢复。

目前来看，一些积极的信号已经出现。9
月 15日，2022年杭州第三轮集中土拍落幕，

19宗地块全部成功出让，总成交金额 430.6亿
元，成交楼面均价 20741元/平方米，平均溢价

率 5.13%。中指研究院指出，此轮土拍中，各

项指标表现良好，房企的参与度也较高，既体

现出杭州楼市的韧性，也能给其他城市带来

一定的信心。

分析人士指出，正在进行的重点城市

2022年第三轮土拍，有望成为市场变化的“晴

雨表”。此轮政策的效果，将在土拍中得到一

定的体现。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为稳定楼市，近

期各地因城施策的节

奏进一步加快。今年

9 月以来，已有多个

热点城市对现有的调

控政策进行优化，内

容涉及二孩、三孩家

庭 允 许 购 买 多 套 住

房、放松公积金政策、

发放购房补贴等，不

少城市还直接放松限

购政策。此外，部分

城 市 还 传 出 扩 大 新

房 备 案 价 格 浮 动 比

例的消息，说明对于

价 格 的 限 制 性 政 策

也在弱化。

这 些 调 整 的 背

后，是监管层对“用好

政策工具箱”的鼓励，

以及各地对市场信心

不足的担忧。

经过年内三次降

息，房地产市场的信

贷成本已处于低位。

如今，随着各项限制

性 政 策 的 进 一 步 弱

化，房地产市场的信

心能否恢复？

多地对限购政策进行调整A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