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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1亿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三个1

亿人”的目标：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
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
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分
析认为，这一提法突出了新型城镇
化的本质，即人的城镇化，找准了
未来工作的着力点，有助于提升城
镇化质量。

38万户与5000套

昨日北京第二批自住房项目
金隅汇星苑和金隅汇景苑公布两
个项目的合计申请数量已达38 . 1

万户家庭。根据开发商此前公布的
数据，这两个项目将能提供5000套
左右房源，即使按照目前的申购量
来计算，申购家庭和房源比例超过
71：1。

450万元与16平方米

北京实验二小被称为“北京最
牛小学”，一间16平方米的学区房
平房，叫价竟达到了450万元。在北
京，学区房和非学区房的房价升值
竞赛中，学区房遥遥领先。据调查，
8年前总价相当的两套房子，8年后
的差价竟达到100万元。

3年

鄂尔多斯市长廉素表示，2011

年国家实施了严格的房地产调控
政策以来，对鄂尔多斯房地产市场
有所冲击，导致整体销售下降，部
分楼盘出现积压。鄂尔多斯3年之
内将不再新建商品房。

10年

3月7日，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
表示，房价还有10年的稳定期。中
国城镇化还有10年到15年的路要
走，在这个期间房地产市场整体上
不会出现问题。

降价7000万

武汉万达经开酒店项目第一
轮的起拍价为2 . 5亿元，现起拍价
已降为1 . 8亿元，直降7000万元。新
一轮拍卖时间定为3月12日，目前
尚无人报名。这个自2011年开业的
项目至今没有多少人气，一业主称
自收房至今其商铺一直空置。

放弃5000亿元

2014年2月最后一周。银行的
房地产贷款陷入一场罕见的迷局。
处在风暴眼的兴业银行，在市场哗
然中承认停止房地产夹层融资业
务，并称对经营“没有实质影响。”
而据测算，2013年上半年，兴业银
行所有房地产融资规模达到5000

亿元。

月租1993 . 4元

《北京青年人才住房状况调研
报告》数据显示，受访者平均月租
金额为1993 . 4元，占家庭人均月收
入的37 . 1%，略高于其最多能够承
受的比重35 . 2%。而若分婚姻状态
考察，则可发现单身者的月均租金
占月收入比重为38 . 2%，高于其理
想情况2 . 5个百分点。

66%

西南财经大学调查发现，中国
家庭将绝大部分资产囤积于房产，
房产占中国家庭总资产的66%，在
北京该数据高达84%！而美国的相
应数据约为41%。

大城小事：

小小需需求求引引领领大大城城市市

数字楼市

孩子能否上名校，困扰着
许多家长。因此，学区房变得炙
手可热。除了解决孩子就近入
学的问题，学区房的保值性和
增值性被很多人看中。选择一
套有升值潜力的房子，多年后
可以换来充分回报，为二次购
房缓解资金压力。

40岁的刘利军打算重新换

套大房子，看来看去两人将目光
聚焦在高新区的金海名园项目。

“对面就是一所高中，背后就是
大学，小学、初中这附近都有，多
有文化氛围呀。”刘利军告诉记
者，换房子主要考虑到以后孩子
上学，靠近高中来回都方便。

据了解，烟台主城区可用
于开发的地块已近枯竭，有限

的学校吸纳量也难以满足与日
俱增的教育需求，能够就近上
名校俨然成为诸多家有儿女的
父母们最大心愿。短短几年，教
育资源在商品房的品质中所占
的比例越来越大，在某些项目
中，义务教育资源甚至被直接
规划在项目当中。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首次

置业的刚需购房人对于楼盘周
边的教育配套概念较为淡泊，
只是为了解决居住问题。但是
二次置业者，则更多地考虑周
边教育配套的问题，尤其是家
中有子女的家庭。同等条件下，
一个拥有完善教育配套的楼盘
更受青睐，如果是拥有名校“傍
身”，其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人到中年，往往更看重健
康。奋斗到这个时候，不少人已
经事业有成，辛苦劳作这么多
年，也该为父母及自己买套享
福的房了。

家有老人的，除了对住宅
的位置有所要求外，各方面的
配套也要成熟，生活要便利。老
年人清闲时间多，最好有个地
方让他们进行娱乐活动。因此，

不少人会选择郊区的房子，舒
适恬静，远离城市喧嚣。

附近是否具备大型医院，这
是最为重要的。因为随着年龄的
增大，中老年人生病的概率也越
来越大。其次要考虑的便是交通
是否便利，购物是否方便，周边
配套超市、菜市场、药店等是否
齐全，方便老人采购日常用品。

记者走访中发现，不少社区

看似配套设施齐全，却在不经意
间忽略了老人的日常需求。烟台
冬天的温度不高，几乎无法在室
外活动，这让老人们很困扰。“条
件好了，住上楼房了，却觉得没
啥意思了。”64岁的孙兴回忆起
以前住在农村的生活，“虽说农
村条件差了点，可是街坊邻居住
得近，还有地方活动活动，现在
却不行了，上下楼也实在不方

便。”迫切地需要活动场所成为
了不少老年人的共同心愿。

对此，云海置业副总经理
王爱妮告诉记者，真正的养生
地产不仅仅需要依山傍水这样
高质量的自然环境，更需要现
代化的配套设施。住在这里的
人们能真正体会最好环境，同
时过现代化的生活，享受最优
质的服务。

市场上的住宅项目，并非
都处于成熟的商业核心区域，
但绝大多数的高品质楼盘都拥
有完整的商业配套方案。据悉，
不少开发企业的商业配套方案
也正在由以往封闭式的“走出
去”转化为“引进来”的开放模
式。

一位开发商负责人向记

者坦言，在企业较为被动的
背景下，做配套的最终目的
还是卖住宅。这位负责人表
示，现在地块离市中心越来
越远，而郊区的房子想卖得
好，就必须解决配套问题。如
果当地市政发展建设滞后，
政府也会有意推动开发商发
展大配套，如引入名校、修建

综合体甚至引入产业等，这
也成为开发企业的一种社会
责任。

万达广场来烟，中粮大悦
城年内开业，华润·万象城年内
开工，这林林总总的城市综合
体建设，也在牵涉着购房者的
心，甚至直接影响购房者的选
择。随着城市地块的特殊性，越

来越多的品牌房企开始着力打
造住宅“自有的”商业综合体项
目。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一
些实力较强的开发商开始以

“大配套”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度假型、商务型、休闲型、养生
型、娱乐型综合配套相继出现，
成为区域的新中心。

>> 引入商业，还是为了销售住宅

>> 孝顺老人，让父母安享晚年

>> 投资未来，给孩子一个好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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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态 度 决 定 我 们 的 未 来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购房
者对于“好房子”的理解也是多
种多样的，其中包括设计合理，
小区功能完善，配套齐全，基础
设施有保障；周边环境协调，百
姓出行、购物方便等；有着良好
的文化氛围，物业与业主能和
谐相处等；配套也是宜居住宅
的一个必备要素。

多数购房者认为，对于
那些位置较偏远的小区，应
该从油盐酱醋这些最基本的
生活服务的完善开始着手，
在 满 足 了 最 低 的 生 活 要 求
后，才能上升到方便，如商业
和居住的功能划分要合理，
商业繁华，居住要安静；利用
绿 化 达 到 最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等。至于有文化、有品位，则
是最高的要求。

硬件的实现是比较容易
的，也很容易在购房前看清。
关键是管理服务的软件要跟
上。据本报《记者帮办》栏目
统计发现，后期的物业管理
服务是业主和开发商之间产
生矛盾最多的方面。比如小

区的配套很少考虑到老人和
小孩，缺乏他们的活动空间；
而一些医疗设施，社区医院
(医务室)的医护水平不高；或
者小区停车管理上频频出现
矛盾等。对于业主们来说，配
套设施建完了，后期的服务
要一直持续下去，才能让他
们住得安心、舒适。

>> 硬件有保证，软件也要跟上

专刊记者 刘杭慧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不少购房者对于房子的要求也不再局限于房子本身，更多的是看好房子
的配套设施，教育、医疗、娱乐等方面的优化。对于城市大发展来说，这些需求多少有些不起眼，却实实在
在影响着市民的生活。这些需求在逐渐影响到购房者选择的同时，也引领着城市发展的方向。

过去，开发商们为了避免麻烦，一些小型社区连锁超市主动寻求合作都被拒绝，现在则“想尽办法招
商”，其背景是购房者对生活服务要求的提高，住宅除了单一居住功能外，还强调生活属性，要求楼盘配备
包括康体、休闲娱乐、商业、教育、医疗、停车场、会所等“全配套”。

城市越来越大，但人们的需求不能被忽略。 宫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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