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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松动迹象明显

房地产调控进入“攻坚战”

房款最高优惠7 . 3万元、一次性付款
优惠5%、送家电……“五一”小长假来
临，各地房地产市场许多楼盘纷纷加大
促销力度。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当前房地
产调控已进入“攻坚战”阶段，应在稳定
和优化的基调下抓好政策落实，推动房
价理性回归和市场“软着陆”。

记者深入到一些楼盘
采访，发现近期房价松动
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近日，
呼和浩特市“中海·凯旋
门”楼盘推出一批房源。据
销售人员介绍，开盘促销
期间客户最高可享受7万
多元的优惠，而且开盘当
日认购指定房源还可再优
惠1万元，此外还赠送室内
花园、阳台50%的面积和飘
窗，地下车位售价也由13

万元降为9万元。

“房价确实松动了。”
内蒙古大学城市与房地产
研究中心主任梁荣说，呼
和浩特市近期一些楼盘的
开盘价低于预期，部分楼
盘打折和送家电、装修、面
积等各种优惠测算下来，
优惠幅度估计在5%到10%。

在北京、广州、重庆，
近期优惠促销、下调售价
的楼盘也很多，而且有从
郊区向城区扩展的趋势。
比如在广州市，楼盘降价

促销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广州中原房地产中介

服务公司研究一部副经理
瞿中奇介绍，现在广州市
的楼盘不分区域和档次都
在优惠或降价促销，开盘
价低于预期的项目也很普
遍。其中，售价下调幅度最
大的“金沙洲”楼盘，起价
从每平方米1 . 3万元降到
了1万元以下。去年市场一
枝独秀的南沙区，个别楼
盘的起价甚至只有每平方

米0 . 5万元左右，这在去年
是没有过的。

“成效正在显现。。””重重
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屋管管理理
局市场处处长文星介绍，
自去年1月28日物业税试
点以来，重庆高档楼盘访
客量下降了30%到50%。去
年1月28日至年底，重庆主
城区高档商品住房成交均
价为每平方米13638元，较
试点前下降了7 . 1个百分
点。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军
说，当前已到调控攻坚
期，首先要落实好已有的
限购、限价、限贷、土地和
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措施，
给出明确、稳定的调控信
号，只要坚持不懈，当前
的僵局就会逐步打破，房
价理性回归也就为时不
远。

“根据市场变化，现
有政策也要优化，以更好
地 体 现 有 保 有 压 的 原
则。”有关专家说，随着调
控政策效力的显现，市场
需求正逐步变为以自住
需求为主，因此政策也要
适应这些变化。最近一些
地区从信贷等政策上，对
投资、投机和自住需求区
别对待，对自住需求实行

贷款支持和利率优惠，就
是很好的优化措施。

对于社会关注的房
产税扩点问题，北京、广
州等地住房建设部门的
负责人都表示，正在做房
产税基础性研究工作，何
时开征将根据国家统一
安排，但目前尚无消息。

有些开发商和专家
认为，经过近两年的舆论

熏陶，市场对房产税试点
已经有承受力，大面积扩
点预计也不会有大的影
响，但是有些专家认为应
分步稳妥推进。

“房产税试点应逐步
拓展，如果太快可能对市
场冲击过大，在操作上也
会面临多种制约。”中山
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
任林江说。（据新华网）

应避免“硬着陆”

调控进入关键阶段

降价促销成普遍现象

4月29日召开的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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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车生活文化节房地产
高峰论坛上，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秦虹表示，未来房地产
调控仍将坚持控制投资
性需求，控制房价上涨不
动摇，同时加大保障性住
房供给，满足市场刚性需
求。而把握开发节奏，提
升开发品质，积极转型调
整则是房地产企业应对
市场变化的关键。

在论坛秦虹说，未
来楼市调控政策的核心
仍是控制房价上涨，让
被投资性需求推高的房
价回归合理水平，让超
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水平的房价不合理
上涨回归理性。另一方
面，持续加大保障性住
房建设力度，增加普通
商品房供给，满足市场
刚性需求。

此外，她认为，从短
期效果看，房地产调控政
策在去年第四季度才初
显成效，而这主要是政策
影响、干预的结果并非市

场自主调节行为。为保障
调控效果的持续性，目前
调控政策不能放松。另
外，房地产既有资产属性
又有使用属性，其自然的
资产属性决定了“即使购
买 一 套 住 房 也 属 于 投
资”。“投资性需求对房价
高低并不敏感，而只受预
期房价影响。”秦虹说，发
展房地产市场是要通过
市场配置资源满足丰富
多样的住房需求，而非培
育股市之外的另一个投
机性市场。因此，长期来
讲，以后的调控手段可能
从限购、限价等行政手段
转变为市场经济手段，但
抑制投资性需求的目标
不会变。

秦虹认为，本轮调控
政策的重心从注重房地
产业的经济功能转向注
重其社会功能。房地产市
场不能靠投资性需求支
撑，而要靠自住型需求推
动。而目前来看，差别化
信贷和税收工具是控制
投资性需求的有效手段，
在保护自住型住房需求
的前提下全面开征房产

税，是调节房地产市场的
经济手段和长效机制。

秦虹表示，过去十年
间，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
加快，人口向大城市流动
趋势明显，城市家庭进入
小型化加速时代。因此，
不同于发达国家以存量
交易为主的房地产市场，
我国以新房交易为主的
房地产市场未来仍有很
大空间。

但房地产市场虽仍
有空间，增速下降却是必
然趋势，房地产行业调整
在所难免。她建议，房地
产企业应采取稳健的财
务模式，控制负债率，改
变过去粗放扩张式的土
地盈利模式，将品牌和专
业化能力作为盈利关键。

另外，秦虹认为，今
后房地产市场间接融资
成本和难度将提高，企业
直接融资比重可能加大，
这对房地产企业的素质
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之
间、产业之间应加强联合
与合作，通过专业化基础
上的多元化投资分散风
险。 （据新华网）

住建部专家：

未来楼市调控主方向不会变

楼盘价格战升温最高降70万

“五一”节日期间，部分二三线城市楼盘的
“价格战”呈现升温态势，有些项目甚至用送豪车
等手段来吸引购房者。对楼市预期不乐观的开发
商，纷纷加大促销力度，努力回笼资金，但多数楼
盘的销售情况并不尽如人意。

天津房地产市场激烈的“价
格战”正式拉开序幕。与清明节
相比，近期天津楼市人气明显提
升，部分楼盘也给出较大优惠。
河东区某楼盘在小长假期间推
出了特惠房源，57平方米户型价
格在70万/套左右，单价约12000

元/平方米，比一个月前便宜了
近2000元/平方米。

据搜房网统计，预计5月天
津约有322家楼盘推出不同程度
优 惠 ，占 全 部 楼 盘 总 量 的
61 . 71%。其中，市内六区、环城四
区、远郊区县打折优惠楼盘比例
均超六成。除优惠促销外，不少
楼盘价格开始明降，将折扣直接
折算到房价里。

南京的一些楼盘也推出特
价房源。主打小户型的托乐嘉花
园则在“五一”期间推出了41平

方米的“一口价”房源，单价
10520元起。当地一豪宅项目在
售的精装修房源均价为4 . 4万/

平方米，毛坯房均价则为3 . 3万/

平方米，只要在节日期间认购房
源，每位客户都会送一辆奔驰轿
车，如果不要豪车，可以直接抵
扣70万元房款。

苏州部分楼盘争抢入市跑
量，在“五一”苏州住博会上，现
场参展的46家楼盘，基本上都有
一定数量的优惠房源推出，“一
口价”、“购房送万元苏州通卡”、

“预约享万元优惠”等优惠促销
随处可见。不过项目之间人气呈
现出较大差距，万元左右楼盘展
位前人气相对较高，而一些中高
端的住宅及商业项目展位则略
显冷清。时下的购房需求主力，
主要来自于自住型购房群体。

与广州毗邻的佛山，不少楼
盘“五一”期间也纷纷打折。佛山
与广州交界的金沙洲板块价格
战最为明显，4月29日，中海金沙
湾“清澜”组团发售，户型涵盖
153-210平方米的户型，均价在
12000-13000元/平方米，当天售
出近百套。恒大御景半岛、时代
糖果、金名都等楼盘均疯狂争抢
客户，甚至出现三个楼盘抢客现
象。南海区的上林苑、西堤国际
花园等刚需项目，价格皆有一定
下调，主打户型多为70-90平方
米的户型，最低折扣92折。

珠海报业房展也在节日期
间开幕，吸引了32个项目参展。
保利香槟国际、时代山湖海、海
伦春天等多个单价不足万元的
刚需楼盘皆推出优惠。香洲区的
金域华府开盘，推出415套房源，
多为56-97平方米的刚需产品，

起价12700元/平方米，现场吸引
了300余人前来选房。

“五一”期间海南春季房地
产展示交易会在海口举行，虽然
开发商促销力度不小，其中“特
价房”成为房展会的主角，但购
房者看的多，买的少。一些市民
表示，特价房的户型、楼层等条
件偏差，吸引力不够，热门的海
口、三亚的楼盘价格优惠幅度并
不大。有楼盘销售人员表示，虽
然打折力度不小，但是销售情况
还是不乐观。

业内人士认为，开发商促销
主要是制造市场氛围，以“降价”
的招牌来吸引购房者，以价换量
虽然客观存在，但购房者的购房
意愿并不强烈，要推动楼市销售
回暖，开发商还要在价格上出

“实招”。
据《中国证券报》

促销方式花样百出

价格优惠需出“实招”

部分人士认为，随着
调控政策成效累积，当前
调控已进入最敏感、最关
键的“攻坚战”阶段。

“现在日子都不好
过。”内蒙古一家房地产集
团的董事长说，去年他们
集团开发的几个项目至今
只销售了50%左右。

去年夏天，呼和浩特
市瑞环集团开盘了两个项

目，至今只卖出去一半左
右，而且主要是去年下半
年卖的。瑞环集团董事长
禹培珍说，现在市场压力
大，前景也不明朗，许多开
发商放慢了项目开发步
伐，今年他们集团的开工
量也计划减少50%左右。

此外，记者从北京、广
州等地房地产主管部门了
解到，北京市截至4月上

旬，可售住宅期房约6 .36万
套，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
间消化。广州市截至去年
底有存量房约5万套，预计
今年还将新增供应约7万
套，这12万套房子预计要
销售两年。

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
长陈国强认为，下一步楼
市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开发
商，如果开发商以价换量，

楼市的成交量有望上升，
否则成交量将继续受到抑
制。

“就看开发商的资金
链能维持多久。”禹培珍等
人分析说，目前市场正处
于僵持的关键阶段。现在
调控力度大，保障房建设
规模大，加上宏观经济增
速趋缓，这么下去降价是
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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