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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止跌微涨”
业内称楼市转暖市场博弈加剧

楼市正在转暖

随着楼市量价的回暖，
业内普遍认为，楼市“严冬”
已过。署名赵晓的网民认为，
目前房价还没有明显上涨，
但成交量大幅上升，楼市由
冬转暖已是不争的事实。究
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开
发商迫于资金或业绩压力，
采取“以价换量”的促销措
施；二是从去年10月起，央行
连续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
率，一次降低利率，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下限调
为基准利率的 0 . 7倍，货币

“放水”对房地产市场肯定是
一个利好刺激；三是宏观经
济下行，国家重提“稳增长”，
全国超过30个城市地方政府
受制于财政压力而对楼市

“微调”；四是购房者对房价
走向预期发生改变。

署名张宏伟的博客文章
也分析说，6月份全国房价

“止跌微涨”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
数量较上月有所增加，房价
涨幅靠前城市的均价涨幅程
度超过房价下跌城市的跌
幅，造成全国房价在结构性
上偏向于上涨。第二，高端楼
市放量导致区域房地产市场
成交结构发生变化，从整体
上推动了均价整体上涨。第
三，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
二、三线城市，部分楼盘降幅
收窄也是导致房价整体止跌
微涨的原因之一。

房价大反弹机会很小

署名“熊天恩”的微博说

“楼市价格‘止跌微涨'被不少
业内人士视为楼市博弈进入
新阶段的重要信号，市场再次
出现楼市步入‘拐点'的声音。”

上述张宏伟的博客文章
预计，由于整体楼市尤其是
开发企业资金面相对较为紧
张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

“止跌微涨”还难说会造成房
价立即反弹或形成“买涨不
买跌”的市场局面。从未来趋
势讲，尽管当前由于楼市政
策“微调”，成交量逐步回暖，
房价降幅正在收窄，能够带
来市场趋势性下跌的市场基
础环境并不存在，房价持续
下跌的动力正在逐步消失。
从当前来看，当前房企的降
价行为已经接近“市场底”，
今年有可能一直处于这个阶
段性的“市场底”。

署名“林中”的网民说，
由于限购及房企去库存的压
力，房价出现大反弹的机会
很小，但今年的市场应该会
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

署名“经济学家黄伟”的
微博建议，刚需购房者应走
在货币政策前面，如果大家
早一点买房，就会导致中国
经济增长率在货币政策还没
有大幅放松的情况下就止跌
回升，导致货币政策进一步
放松的必要性下降，从而中
国房价就不可能大幅上涨，
这符合老百姓利益。

应坚持调控不动摇

中央政府和相关部门一
直强调，抑制投机投资性需
求，稳定房地产市场调控政
策，巩固调控成果，促进房地

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网民认为，房地产市场

投机给整个国民经济和民生
大计带来了巨大威胁，应该
坚决执行中央的房地产调控
政策，这一点绝对不能含糊，
一定要谨防由地产泡沫推高
的经济增速。

署名“余丰慧”的博客文
章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经济
过分依赖房地产拉动，推高
了经济增速。但是，这种拉动

是泡沫式的，泡沫破灭造成
的经济金融风险的危害性是
巨大和不可想象的。同时，为
了GDP增速而不断盲目发展
房地产，畸形推高房价，背后
牺牲的是最为普通的百姓的
利益，牺牲的是民生大计。因
此，我们需要的经济增速是
实实在在无水分无泡沫的增
速，我们不需要由房地产泡
沫推高的速度。

据《经济参考报》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报告，6月份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8688元/平方米，以0 . 05%的环比涨幅结束了连续9个
月环比下跌态势。对此，不少网民认为，自3月以来连续4个月楼市成交量回暖，说明楼市“严冬”已经过去。但也有网民认为，尽
管市场对房价拐点有诸多猜测，但“止跌微涨”尚不能导致房价立即大幅反弹，但市场博弈在加剧。多数网民认为，在在近期“稳
增长”的经济政策下，应该坚决执行房地产调控政策，谨防“止跌微涨”推高楼市泡沫。

全国楼市上演“疯狂6月”
北京上海楼市量价齐升

6月，北京楼市成交量同比涨50 . 6%，上海同比涨30 . 67%，广州同比涨25%，深圳同比涨36 . 63%，厦门同比涨
211%……全国楼市一片红，房地产市场交易量上演“疯狂6月”。

而就在近日，国务院副总理在“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上表示，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抑制投
机投资性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巩固调控成果，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表示，从中央的连续表态来看，楼市调控整体仍以维稳为主，或将不再祭
出新的调控政策。相比成交量，住建部更为关心房价是否上涨，尤其是重点城市和龙头开发商的提价情况。

北京：购房人多想两天房子涨了12万
48小时的思考能值多

少钱？100元？1000元？购房
人小徐为此付出的账单是
12万元。无论是买房经历
还是统计数据，全都佐证
了北京楼市正进入“量升
价也涨”的上行通道，6月
新房成交均价也首次超越
2万元每平方米。

近日，小徐看中了通
州的一个新盘项目，120平

方米的三居室，“但没有现
场拍板，想回去和家人商
量一下。”稍作思考了两
天，当小徐痛下决心出手
时，再回售楼处，没有任何
理由，那套户型的单价每
平方米提了1000元，一套房
两天涨了12万元。

来自多家中介机构的
统计数据，也佐证着购房
人的感受。伟业我爱我家

市场研究院的监测数据显
示，2012年6月北京全市新
房(剔除保障房后)成交均
价达每平方米20678元，环
比5月上涨2 . 1%。这也是
2012年内第一次出现2万元
以上的均价。

6月顶级豪宅也取得
不俗业绩。上周北京出现
了多起豪宅成交大单：盘
古七星公馆认购4套，单套

7000万元以上，而每平方米
售价16万元的钓鱼台七号
院也售出1套，并刷新北京
最高单价成交纪录。

6月北京多个豪宅项
目入市，包括曾经备受关
注的几块高地价项目，高
端住宅的成交火热也被认
为是市场回暖的一个信
号。记者登录北京市住建
委官方网站查询，均价在

每平方米57000元的远洋万
和公馆，首期46套已全部
卖出；保利望京郡项目至
今签约291套；保利东郡项
目签约147套。而来自监测
机构的数据，包括盘古七
星公馆、钓鱼台七号院、碧
海方舟、远洋·LAVIE在内
的总价数千万的顶级公
寓、高端别墅，上周累计成
交110套，环比增加32 . 5%。

据介绍，这笔贷款是市投资中心
自去年成立以来从商业银行取得的
首笔公共租赁住房项目贷款，对拓宽
保障性安居工程融资渠道、全方位构
建保障性住房金融支持体系具有示
范作用和标志性意义。

“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将建设、收
购保障性住房100万套，竣工70万套，
投资规模达6000多亿元。今年计划建
设、收购各类保障性住房16万套，竣
工保障性住房10万套，投资巨大且收
益不高，及时落实保障性住房建设所
需资金成为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
推进的关键环节之一，需要银行等金
融机构的全力支持。

彩虹家园公租房项目位于丰台
区西四环程庄路，有房屋312套，收购
款合计近1 . 6亿元。其中中行北京分
行发放的贷款授信金额约人民币1 . 1

亿元，期限15年，贷款利率执行人行
同期基准利率，6月末实现放款6000

余万元。该项目的剩余款项由市投资
中心出资。

今年3月，中行北京分行与市投
资中心签订总额300亿元的全面战略
合作协议，开启了商业银行金融支持
北京保障性住房的新模式。此次，首
笔项目贷款体现了银政合作创新金
融支持：一是贷款期限长达15年，能
够充分满足公租房运营资金的需求；
二是为保证项目建设如期推进，银行
方面创造性地采用了在市投资中心
获得产权证之前进行信用放款，待取
证后再行抵押的授信模式。

据《北京日报》

上海：逾三成楼盘涨价
据21世纪不动产统计

显示，2012年第二季度，上
海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套
数在20套以上且去年四季
度也有成交的楼盘有164

个。其中，成交均价较去年
四季度上涨的楼盘有5 6

个，占比约34 . 1%。但上述56

个涨价楼盘中，多数涨幅
在10%以内，仅有10个楼盘
的涨幅高于10%。

监测数据显示，上周(6

月25日-7月1日)上海市商
品住宅成交面积为35 . 16万
平方米，环比(较前周)上涨
64 . 73%；成交均价也环比上
涨8 . 64%，至25581元/平方
米；但新增供应量则环比
大降42 . 08%，至12 . 98万平
方米。

佑威机构执行董事黄
志坚称，上周上海楼市成

交量的爆发，是将6月成交
量推过百万平方米的主
因，上一次上海楼市单周
成交量超过30万平方米，
还要追溯到2010年12月。

德佑地产研究主任陆
骑麟分析，贷款政策近期
的“从宽”，减轻了购房者
的房贷负担，也令不少购
房者有了政策松动的预
期，降价预期则有所减弱，

因此积压已久的各层次需
求入市积极性明显加强，
对政策极其敏锐的中高端
购房者尤其如此。

买方的积极入市，也
给了部分开发商提价的底
气。陆骑麟介绍，近期楼市
呈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特
点，一方面，中高端楼盘成
交火热；另一方面，涨价仍
热销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例如上周成交面积排名前
四的楼盘均价相比前期都
有一定上涨，但并未妨碍
其热销。

陆骑麟还提醒，楼市
量价齐升的局面是监管层
所不希望看到的。近期上
海一再收紧的限购政策，
体现了政府对房价报复性
反弹的担忧。

评论：房地产调控决心未改方向不变
日前，有关河南多部

门联合出台政策“微调”房
地产的消息引发强烈关
注。虽然有关部门第一时
间澄清了相关传闻，但结
合此前多地区在房产调控
上不断出现的“小动作”，人
们对历时一年半的“最严”
房地产调控措施是否见底
回调的疑虑不断上升。

就在市场上传言纷纷
之时，6月下旬，银监会、央
行、发改委、住建部在一周
之内密集发布澄清信息，
廓清市场传言，坚持房地

产调控不动摇。与此同时，
国土部对闲置土地也出台
了新规。种种迹象表明，虽
然地方政府“微调”楼市有
冲动，但总体而言中央调
控房地产的基调并未改
变。

不可否认，作为具有
极高行业关联度的房地产
业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推
动作用，其对投资和消费
的拉动作用曾经是支撑中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进入2012年，随着“稳增长”

目标的提出，在传统发展
惯性的影响下，很多地方
政府重新开始打起了房地
产的主意。事实上，在河
南楼市调控“微调”消息
传出之前，全国各地已有
接近40个城市从不同程度
调整了自己的房地产政
策，其中有些城市甚至尝
试突破“限购”的中央调
控底线。

“稳增长”离不开房地
产行业的健康发展，但这
并不意味着“稳增长”目
标的实现要以动摇房地

产调控为代价。在今年提
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的同时，中央
也强调了“稳定和严格实
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
的基本精神。房地产调控
政策仍然需要坚定不移
地执行和贯彻，这既是中
国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
展的内在需要，更是经济
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必然要求。

随着刚性需求的释
放，全国楼市目前正进入
一个回暖的市场周期，房

地产调控也随之进入了
经受考验的关键阶段。在
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房
地产调控短时间内也许
不会出台更严厉的措施，
但这并不意味着房地产
调控进入了尾声，房价离

“回归合理水平”仍有距
离，房地产市场也尚未真
正达到健康、稳定的发展
目标。坚持，并向更深层
次推进房地产调控，仍然
应当成为中国房地产市
场发展的主旋律。

据《都市快报》

北京公租房项目

获首笔贷款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透露，

近日该分行审批通过北京市第一
笔公共租赁住房长期贷款——— 丰
台区彩虹家园公共租赁住房收购
项目贷款。这笔贷款将由北京市
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以下
简称市投资中心)用于向开发商
收购彩虹家园公租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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