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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过去的2014———

商商业业地地产产渐渐成成投投资资新新热热点点

对于过去的2014年，或不能简单地用几个词语进行概括总结，但诸如“调整，平淡，下行”等高频词汇的出现，将2014年的
整个房地产市场点缀得看似并不乐观。

然而，在住宅市场不温不火的情况下，以住宅底商、专业市场、写字楼产品为主的商业地产市场，在推盘量和去化量方方面
成为楼市一大看点，并与住宅冷淡平缓的行情形成了鲜明对比。商业地产在淡市下相对于住宅产品的投资价值优势凸显显。

本报记者 张超

2014年商业地产产品分
布在主城区、经济开发区、高
新区各个方向的广阔区域。
从三大板块的商业地产项目
看，城北板块占据大量份额。

以专业市场项目为代表
的城北物流商贸片区成了置
业投资者的新高地，亚太农
都、万里国际等多个专业市
场带动着整个片区的活跃，
营 销 推 广 活 动 造 势 热 度 不
减，持续引发市场关注，盖氏
邦晔金属物流园、香华·万富
汇等商业项目也相继推盘走
量。新晋入市的超级商业综
合体—金田阳光小商品城继
续强化城北商贸物流城市功
能，改变聊城商住区现有格
局，共同营造出城北物流商
贸区的火热氛围。

过去一年，从城北专业
市场项目的整体表现来看，
推盘体量巨大，销售也是陆
续刷新高。

上半年，万里国际推出
项目 A 、B 、C 楼 座 的 商 铺 ，
共计 1 5 9 套，因项目前期经
历了两个多月时间的蓄客，
蓄客比较充足，再加上项目
定位为纯商业项目，因此所
推房源走量很好。亚太农都
水 产 、茶 叶 、综 合 市 场 上 半
年正式开盘，新推三大专业
市 场 商 铺 均 为 单 层 式 沿 街
商铺，至开盘前已成功认筹
1 0 0 0 余 组 ；下 半 年 二 期 产
品亚国际商城 2个多月时间
的 蓄 客 ，当 月 去 化 近 八 成 ，
走 量 相 对 住 宅 项 目 来 说 较
快；住宅市场阶段性低迷给
专 业 市 场 大 卖 带 来 特 有 商
机，但种种迹象表明，与上半
年红火的销售进度相比，下
半年专业市场供应及成交量
开始趋于平淡，但目前看来，
随着新晋项目和加推房源的
相继加入，使得城北地块整
体仍旧呈上升态势。

城北专业市场强势发力

多年来，主城区因醇熟
的配套，为商业地产项目赢
得更为广阔的商机，在保值
增值性上优势则显得更为突
出。

在主城区核心繁华铁塔
商 圈 ，京 都 商 城 项 目 成 为
2 0 1 4年地产投资亮点，成熟
的区位，促成商铺产品和精
装公寓项目的持续火热，商
铺开盘更是创下了2014年楼
市难得的热销。

从商业地产项目2014年
的推盘及去化情况来看，上
半年入市房源集中在专业市
场，而随着住宅市场的观望
持续，淡市下的各房企在下
半年纷纷推出底商试水以求
回笼资金，住宅底商因项目
各异销售情况不一，但由于
依托小区整体的消费群体和
生活氛围，具有一定的价值

稀缺性，去化情况整体趋于
平稳。

在住宅市场不温不火的
情况下，各房企相继推出住
宅底商试水，从6月份开始，
金柱·大学城，裕昌·大学城、
星光·水晶丽城、荣盛·水岸
花语、裕昌·水岸新城、伟业·
中华御苑等相继推出商铺，
去化相对理想。

目 前 看 来 ，2 0 1 4 年 的
聊 城 商 业 地 产 市 场 相 对 火
热 ，但 这 似 乎 很 难 摆 脱 因
住 宅 市 场 低 迷 所 诱 发 产
生 。专 业 市 场 集 中 入 市 以
期 快 速 去 化 ，下 半 年 不 少
开 发 商 在 住 宅 产 品 高 库 存
的 情 况 下 ，提 前 推 出 商 业
房 源 ，以 期 快 速 回 笼 资 金 。
但 投 资 商 业 地 产 在 获 得 高
额 利 润 的 同 时 ，也 伴 随 着
一定风险。

城区底商下半年集中入市

如果2014年的房地产市场，对
于开发商还是市民而言都显得并
不那么尽如人意，那2015年的新年
楼市则让人更值得“玩味与期待”，
深度调整后的房地产市场能否走
出阴霾，迎来转型后的“新一个春”
就目前来看并未有着特别明显的
回暖信号，但在多重政策及房企阵
营重新洗牌的情形下，或许会有这
尤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随着2014房地产行业“调整
年”结束，上市房企业绩尘埃落
定，龙头房企业绩上升与中小房
企销售低迷的反差愈发明显。

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房地产
市场正进入由高速增长到平稳
增长的过渡期，房地产投资、拿
地、新开工等各项指标增速放
缓，房企业绩分化将成为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的必然现象。

2014年，在销售低迷、政策
未全面放松和资金面偏紧影响
下，地产板块的表现则显得有些
弱势

而这仍需市场方面的真实反馈。
诚然，房地产市场在2014年末

出现企稳迹象之后，2015年能否继
续回暖受到市场更为广泛的关

注。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住房绿
皮书《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4-
2015)》指出，2015年房价将以软着
陆为主，限购政策可能全面退出，
一线楼市有望在下半年出现复
苏。从长期来看，房地产市场将呈
现时间更长、速度更慢、程度更深
的调整，中速增长或将成为楼市
未来发展的新常态。

2014年，国内楼市下行趋势
逐步得到确认，一二线和三四线
楼市走势分化显着。中国指数研
究院发布报告指出，2014年全国
房地产市场步入调整期。受早期
拿地、新开工量较大影响，市场
供应量增加，需求入市放缓，在
供大于求的压力下，房价结束
2013年的上涨趋势，大多数城市
住宅均价出现下跌，不同城市价
格走势分化明显。

在当前整体呈现疲软的背
景下，继续调整或仍将是2015年
楼市的主基调，房价很难在短时
间内大幅反弹。

业内人士分析，2015年住房
市场或将呈现双重分化的趋势：
首先，一二线和三四线城市的分
化调整，一二线城市需求旺、消

化快，调整时间较短；三四线城
市需求弱、供给多、消化慢，调整
时间较长。其次，短期调整和长
期调整的分化。从目前的局势来
看，仍存在短期调整的可能性，
而长期的调整则需要很长一段
时间。但部分一二线城市，特别
是一线城市的调整和回暖在
2015年有可能实现。

在系列政策微调的推动下，
一线楼市成交量在2014年四季度
迎来“暖冬”。但并未完全缓解市
场存量巨大的库存压力，楼市基
本面尚未出现实质性好转。从2014

年12月份全国36个大中城市存销
比指标来看，一线城市及部分二
线城市去库存化周期回落至合理
区间，但库存压力仍然较大，市场
去库存化周期在15个月以上，市
场基本面表现欠佳的城市仍占大
多数。房企在2015年的经营策略或
仍将以平稳去库存为主。

无论新一年楼市走向如何，
更不去界定买卖双方市场的归
属怎样，庞大的市场需求总量是
客观存在的，这也需要市民及开
发商都应秉持一种理性和更为
积极的心态来对待。 (张超)

更具“玩味”的2015年楼市

记者手记

城北某商业地产项目认筹吸引大批市民争相前往。 本报记者 张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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