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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楼市资讯

上海
据搜房网二手房数据监控中心数据

显示，2011 年 11 月 28 日— 12 月 4 日，济
南二手房住宅挂牌均价出现回升，环比
上周有 0 . 25% 的涨幅。上周，济南市二手
房住宅挂牌均价为 8295 元/平方米，环
比上涨了 21 元/平方米，涨幅为 0 . 25%。
全市六大主城区，四个城区挂牌价格呈
现了微幅下跌，两个城区则出现上涨。

针对济南执行的限购令政策，济南
市城乡建设委相关部门负责人明确表
示：济南目前执行的限购令，政策中没
有规定截至时间，而且也没有任何消息
和通知说要停止限购令。

来源：中国山东网

青岛
青岛中南世纪城房地产有限公司

收到数十名业主的退房要求，这家公司
在青岛李沧区的楼盘，近期部分房屋降
价销售，引起了前期购房者的不满。

12 月 3 日、4 日，数十名业主手举
“退房”标语，来到李沧区重庆中路的售
楼处前，要求退房的业主表示，打折后
的房屋 6000 元左右的价格，与前期他
们购房时 7500 元的均价相比，每平方
米损失 1000-2000 元，相当于转眼间损
失 10 几万甚至 20 万元以上，这实在让
他们的心理实在难以平衡，更关键的是
开发商当时与他们是签订过三年保值
协议的。 来源：《经济观察报》

济南
上周(11 月 28 日-12 月 4 日)上海

市新建商品住宅(下称商品住宅)成交
面积为 15 . 92 万平方米，环比(较前周)

上涨 63 . 21% ；新增供应面积则环比下
滑 20 . 51% ，至 14 . 92 万平方米；成交均
价环比下跌 11 . 24% ，至 19457 元/平方
米。

上周上海商品住宅供销比为 0 . 94:
1 ，出现供小于求的情况，上次出现该
情况尚在 8 周前的“十一”黄金周时期。
中房信分析师薛建雄称，上周沪上几个
优惠幅度大或开盘价低的楼盘集中上
市，带动市场成交的同时也拉低了成交
均价。 来源：《东方早报》

北京
据悉，上周北京新入市的楼盘价

格两极分化更趋明显，部分开发商选
择继续“死扛”。

上月，开发商降价促销终于换来
北京楼市回暖，住宅成交量自 8 月份
以来首次突破 6 0 0 0 套。但消费者注
意到，降价楼盘几乎都位于近郊甚至
远郊，五环以里的楼盘价格依然坚
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看到调控
政策松动曙光后，开发商刻意放慢了
新盘入市的步伐。据亚豪机构数据统
计，上周仅 3 个项目入市销售。而此
前两个月，北京每周新入市的楼盘平
均多达七八个。 来源：《北京日报》

紧货币政策的微调是为了缓冲当下实体经济

的衰退以及对欧美新一轮货币量化宽松的“追

随”。对于限购政策将于今年底到期的 10 个城市，

地方政府仍需在到期后对限购政策进行延续。

当下从紧货币政策的微调，
其主要着眼点并非是为了救楼
市，而是为了缓冲当下实体经济
的衰退以及对欧美新一轮货币
量化宽松的“追随”。

住建部已于日前知会地方
政府，目前全国已经执行限购的
4 6 个城市中，对于限购政策将
于今年底到期的 10 个城市，地
方政府仍需在到期后对限购政
策进行延续。

在 10 月份全国 70 个指标
城市房价，已出现环比下调拐点
的前提下，此番住建部对限购政
策仍将延续的坚决表态，彻底扼
杀了当下仍对后市持乐观态度
的房地产商的想象空间。

部分持乐观态度的房地产
商，其乐观的心理依赖，来自于
过去数轮调控的经验判断，在过
去数轮房地产调控中，调控结果
往往是微跌后大涨。其逻辑依

据，则往往来自于以下三点，一
是房地产已捆绑银行业，房价下
跌将可能引发银行业危机；二是
土地财政大幅缩水，地方政府财
政收支失衡将引发地方楼市保
护主义；三是近期央行从紧的货
币政策已有松动迹象，尤其是上
周 三 央 行 下 调 存 款 准 备 金 率
0 . 5 个百分点，将对房价企稳形
成流动性支撑。

当然，如果纯粹从理论的角
度予以分析，上述房地产商的乐
观依据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对
形势预期的准确判断，基于事实
层面的推理显然更为重要。

就“房地产捆绑银行业论”
而言，今年以来银监会的多次风
险压力测试，已说明中央对于房
价下跌所可能引发的系统金融
风险，已经做好了心理和现实层
面的准备。而此前银监会前主席
刘明康“银行业可承受房价下跌

40% 所带来的损失”的言论，更
说明本轮房地产调控的决心之
强。

就“土地财政收窄地方财政
论”而言，今年财政收入增速超
出年初预算的 4 倍，其地方分享
部分已可相对覆盖地方政府因
土地财政收窄所带来的损失。且
今年 10 月份地方债在深沪浙粤
进行试点，便是对未来因土地财
政收窄后的地方政府，进行其他
融资通道的试点布局。

再就“从紧货币政策松动
论”而言，则更有张冠李戴的荒
谬。因为，当下从紧货币政策的
微调，其主要着眼点并非是为了
救楼市，而是为了缓冲当下实体
经济的衰退以及对欧美新一轮
货币量化宽松的“追随”。

事实上，之于当下房地产商
而言，任何基于宏观政策层面的
微调，而引发的过于乐观的想

象，均将会令其丧失自救的最后
时机。因为，随着今年启动的
1000 万套保障房计划将于明后
年陆续落地，以及去年底在上
海、重庆等地试行的房产税将于
未来全面推广，届时房价将不止
是当下的环比下调拐点，而是真
正的同比下跌跳水。

房地产作为资产投资的属
性，不可能违背市场规律，只上
涨而不下跌。上世纪 80 年代末
的日本、90 年代末的东南亚以
及 2008 年至今的美国和南欧等
国房地产的衰败，均说明房地产
从顶峰到低谷，不仅是周期性的
必然回归，其由盛转衰更是三两
年弹指一挥间而已。

本轮房地产调控已进入深
水区，与以往调控的短期应急式
不同，本轮调控已明显呈现出中
长期结构性的特征。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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