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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城市住房信息已实现“自联”
全国联网难度不小业内寄予厚望

年末北京豪宅供应激增
10月以来，普通住宅市场遭遇

“极寒”，上市房企开始频频推出
豪宅产品。由此，今年四季度，北
京豪宅供应量显著增长。

亚豪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前三季度，北京仅有12个单价超4

万元的公寓豪宅项目入市，其中一
季度5个、二季度3个、三季度4个。
进入四季度，公寓豪宅项目的供应
量开始提速，10月份有合生·霄云路8

号、太阳公元、德胜嘉苑3个项目开

盘；11月又增加4个，包括西城区的
上国阙、朱雀门，以及朝阳区的首
开·铂郡和太阳星城。

监测数据还显示，鸿坤·花语
墅、瑞安君汇和五矿·万科如园3个
公寓豪宅新盘已于12月上旬开盘，另
外还有6个公寓豪宅项目计划在12月
中下旬相继开盘入市。

在供应提速的刺激之下，11月北
京公寓豪宅成交量出现小幅反弹。
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在售的报价

超过4万元/平方米的公寓豪宅项目共
有71个，其中34个项目在11月份实现
成交，比10月增加4个。这34个项目
累计成交公寓豪宅358套，成交面积
5 . 7万平方米；环比分别增加17 . 4%和
26 . 7%。

11月，北京在售的71个公寓豪宅
项目的平均报价为60133元/平方米，
环 比 1 0 月 基 本 持 平 ， 同 比 上 涨
12 . 5%。

(中国证券报)

南京土地拍卖接连滞销
站在临近年底的这个时候，回

头看今年南京的土地市场，调控的
痕迹清晰可见，尤其是下半年来政
府的大力推地和开发商的无心拿地
交相辉映。根据南京市国土局的公
开资料，截至11月24日，南京市公开
出让的土地一共有59幅地块成交，
成交总面积为361 . 72万平方米，成交
金额为270 . 03亿元。

而在2010年，南京市全年土地成
交总金额达到了554 . 8亿元，今年的
成交总金额预计只有去年的一半；

另外，今年南京土地出让计划是500

万平方米，目前的供应量还有近三
成左右的缺口。

进入今年下半年，南京市国土
局多次大批量推地，土地出让批次
也开始密集起来。不过，频繁推地
并没有一帆风顺地进入成交阶段。
南京市国土局今年一共发布了9次地
块出让的补充公告，宣布12幅地块
延期、暂停或者终止出让，其中河
西南部的G37地块更是命途多舛，连
续三次被宣布延期出让。

“很明显，这些延期拍卖的地
块，是无人接手。”南京市房地产
促进会秘书长张辉表示。南京一家
品牌房企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南京的房价在调控之下已
经开始出现连续的回落，部分板块
的房价已经出现整体下滑，但是南
京的土地市场价格却没有明显变
化，江北江宁的一批土地，楼面地
价还在4000元/平方米上下，这样的
土地价格带来的开发压力太大。

(南京晨报)

天津住宅库存

“消化不良”

记者从中国指数研究院获悉，2011年11月天
津住宅出清周期保持在20个月；截止到11月28日
住宅市场的可售量为14 . 8万套，环比增加8184

套。所谓出清周期，即为目前可售套数除以往
前推6个月的平均销售套数所得的清理库存的周
期。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新房源
入市的前提下，当下的库存住宅仍需要近两年
的时间消化完。

进入12月份，根据搜房网粗略统计将有31个
楼盘将开盘，12月新增供应预计环比同比均出
现较大幅度上涨，加上11月底累计的可售量，12

月份天津住宅市场供过于求的态势更为明显，
市场压力巨大；进入年底最后一个月，开发商
抢收态势更为明显，且这些新开盘项目的价格
优势更为明显，预计12月份成交均价将在11月份
基础上略有下滑。

中国指数研究院华北分院副总监钟文辉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11月的出清周期
参数以及天津楼市住宅的库存量已经达到有史
以来的新高。而在楼市成交量的表现上，11月
的成交面积基本与2008年11月楼市低谷时期的数
字持平。由此不难看出，楼市低迷的态势日渐
浓重。钟文辉表示，如果12月开发商尚未加大
实质性的促销力度来触动购房者的心弦，年底
上述参数或将出现持续飙升的态势。

（搜房网）

个人房产信息全国联网
后，可以根据家庭的人均居住
面积情况来制定税收、信贷标
准。人均居住面积较低的家
庭，可以免税或者少收契税、
房产税，加大信贷优惠，反之
则可以执行阶梯性税收标准，
提高信贷门槛。

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
计划，今年年底以前，要把40

个重点城市的个人住房信息系
统联网。据住建部副部长齐骥
此前介绍，这40个城市包括所
有的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
城市，极个别的是一些比较大
的地级市。“把这40个重点城
市的信息系统联网，一个是解
决对市场变化的分析问题，另
一个是执行差别化的货币政策
也要有这样的基础信息来支
撑。”

作为“住房调控”和“房
产税开征”依据的全国个人住
房信息系统，已推进了两年时
间。

40城已实现“自联”
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近年来颇受

重视。
10月27日，住建部副部长齐骥提到，

“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我们去年下半年就
已启动了全国40个城市的个人信息系统
的建设工作。”

“按照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这40个
城市自己的系统已经建成，市、区联网都
完成了。”齐骥当时说，这个信息系统运
行以后，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如只有个
人信息，不含家庭背景，不足以全部满足

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和住房限购的临时性
措施实施的需要。

新华社近日报道称，经过一年多清
理整合，重庆9个主城区个人住房信息系
统建设已全面完成，实现了主城九区各
登记中心的联网运行。这意味着，只要轻
点鼠标，将名字和身份证信息输入电脑，
便可知晓购房者在重庆主城区是否有
房，有几套房，房屋的位置，面积是多少
等信息。

上海市房管局相关人士也表示，上

海的个人房产信息系统很早就已建立，
能够实现各区县间的个人房产信息互
联，但目前上海尚不能和其他城市进行
个人房产信息的互联。

中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会长聂梅
生近日称，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个人房产
信息联网，应一步一步进行，先把主要城
市、热点城市的房产信息监控住，再慢慢
扩大到二三线城市。“我也在等这方面的
进展情况，毕竟目前还没到年底，还得再
等一等。”

信息采集工作量不小
个人住房信息全国联网，仅信息

采集的工作量已经不小。
聂梅生说，虽然

住建部的这项工作开
始得比较早，但全国
联网不是件容易的
事。主要是各地信
息系统发展不平

衡，有的起步早，有的起步晚，深度也
不一样，全国联网要达到一个标准才
行。

据分析师介绍，有的城市尽管系统
已经做好，但数据录入还没有完成，要
把建国以来的全部历史数据全部录入，
这需要一定时间。同时，在这一过程
中，还需要解决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如

一些产权归属不清晰的房产、产权不能
够交易但使用权可以交易的房产等，解
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比单纯建立数据
库更加复杂，没有个三五年很难完成。

中国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陈晟称，全国
的个人房产信息联网，跟地方信息系统的
建设进度有关系，也跟一些房屋产权的属
性不清，带来登记工作上的难度有关。

业内对联网寄予厚望

业内对于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多寄予厚
望。

“如果全国范围内的个人房产信息系统
能够最终完成，能对房地产起到很好的监控

作用。”上海某房企总裁助理说。
陈晟也说，这个系统做好

以后，一方面可以确保保障
房分配的公平，一方面也可
以 了 解 市 场 的 投 资 喜 好
性，如哪些城市的房产投
资度比较高等。

某 分 析 师 则 提
到 ， 由 于 全 国 的 户
口信息是联网的，
个 人 房 产 信 息 全

国联网后，可以根据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
情况来制定税收、信贷标准。“人均居住
面积较低的家庭，可以免税或者少收契
税、房产税，加大信贷优惠，反之则可以
执行阶梯性税收标准，提高信贷门槛。同
时 还 可 以 解 决 目 前 限 购 政 策 的 不 科 学
性。”

分析师说，目前的限购政策都是按城
市执行，在多地购房的行为是限不住的。
同时，在同一个城市限购一套或两套房
子，无法综合考量房子的户型和档次，也
无法照顾到人口较多的家庭。而对于开发
商的影响则是，多建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房
子，而不是做满足投资的房子。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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