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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目 前 种 种
迹象看，市场房贷
利率仍处于下行
区间。

虽然市场关于
房贷利率上调的风
声不断，但种种迹
象表明，4月楼市政
策利好仍在持续：
就需求端看，多地
首套房贷款利率下
行，公积金政策优
化；就融资端看，此
前房企融资利好政
策仍持续发挥利好
效应，年内拟融资
规模超2100亿元。

有业内人士分
析，这与房地产市
场目前现状有关，3
月 楼市迎来增速
“高光”时刻后，后
续市场复苏预期开
始回落，需要政策
端给予支持。就部
分高频数据看，近
期房地产销售出现
中途回落的现象。
根据克而瑞统计，3
月和 4月的案场来
访和成交热度较 2
月明显回落，品牌
房企的主推项目、
来访量和成交量亦
出现明显下滑。

房地产销售的高低起伏不振，影响
的不只开发商，还有与之唇齿相依的房
产中介平台。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
总局联合印发《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
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二手房
中介费过高、明码标价、操纵经纪服务收
费等问题提出具体要求。

过去，打着“低佣金”牌的互联网中
介平台触碰传统线下中介行业的奶酪，

“0.5%甚至零佣金”的广告词吸引了很多
目光，但在巨大的经营压力下，这种“烧
钱”模式未能走远。尽管如此，零佣金现
在又重出江湖。此前，一家名为八戒二
手房的二手房交易平台官宣上线。根据
相关介绍，在八戒二手房平台上，买卖双
方直接联系无中介费，过户等全套服务
全部免费。

那么，零佣金的中介平台到底怎么
赚钱？该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在促成交
易的同时，平台会推荐客户选择合作的
银行，银行会根据贷款金额给平台渠道
佣金；新房装修、家居家电采购，未来也
会签订很多国内优质合作企业进行渠道
合作，产生客户交易有广告渠道收入。

“平台和传统中介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
没有线下门店、没有大量的中介服务人
员，这两项成本是传统中介最大的成本
支出，平台仅通过极少量的线下业务人
员协助银行贷款、网签、房屋过户等。”

不过，多位购房者普遍对这种零佣
金模式产生疑虑，“买房毕竟是人生一件
大事，总觉得没有实体交易不安全。”

对于经纪服务收费，《意见》指出房
地产经纪服务收费由交易各方根据服务
内容、服务质量，结合市场供求关系等因
素协商确定。房地产经纪机构要合理降
低住房买卖和租赁经纪服务费用。鼓励
按照成交价格越高、服务费率越低的原
则实行分档定价，引导由交易双方共同
承担经纪服务费用。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按照该
《意见》中“成交价格越高、服务费率越
低”的要求，未来房产交易佣金或许可以
按套收取，因为房产中介机构提供交易
过户、物业交割等一系列服务，其实跟房
价关联度不大。

同时，《意见》要求，房地产经纪机构
应当在经营门店、网站、客户端等场所或
渠道，公示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和收费标
准，不得混合标价和捆绑收费。房地产
经纪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
应当分别明确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房
地产经纪机构收费前应当向交易当事人
出具收费清单，列明收费标准、收费金
额，由当事人签字确认。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
《意见》的表述将利好中介行业探索服务
的“新菜单”，尤其是延伸服务将是未来
值得探索的新领域，后续房产中介平台
可以积极探索相关新业务，开拓新的盈
利点。

记者发现，有房产中介平台利用
实体门店涉足社群生态，变身社区电
商门店。也有中介门店提供诸如“免
费打印”、照看宠物等服务，提高消费
者的黏性。此外，也有不少传统房产
中介平台与互联网平台进行合作，探
索直播卖房等新模式。

据第一财经、证券时报网

工行重庆市分行近期推出了社保卡
专属活动。能够享受这一优惠的是：卡号
开头前十位为6217213100的重庆工行
社保卡持卡人。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之一。众所周知，因为疫情原因消费市场
受到波及，消费信心受到一定影响。今年
以来，各级政府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
先位置，出台务实举措，开展多样活动，打
造消费新场景，释放消费新活力。为此，
工行重庆市分行近期推出了社保卡惠民
消费季活动，为该行社保卡持卡人提供
100万元消费补贴。

据悉，本次活动享受优惠的方法非常

简单，即日起至5月31日，持卡人在指定
商户消费时，使用微信绑定工行社保卡支
付，即可享不同规则立减优惠。

据介绍，每客户活动期间每活动限享
1次优惠（满50元减 20元，满 8元减 4
元)，优惠名额有限，先付先得，用完即
止。活动区域包
括解放碑商圈、
观音桥商圈、渝
北光环商圈、长
嘉汇商圈、三峡
广场商圈。客户
可扫码查询具体
商户名单。

重庆工行推出社保卡惠民消费季
满50元减20元满8元减4元

房贷利率继续下行

虽然此前央行方面指出，首套房贷利率政
策动态调整机制“既管冷、又管热”，引发市场关
于利率即将上调的担忧，但就目前种种迹象看，
市场房贷利率仍处于下行区间。

贝壳研究院监测显示，2023年4月，贝壳百
城首套主流房贷利率平均为4.01%，较上月微
降1BP；二套主流房贷利率平均为4.91%，与上
月持平。4月首二套主流房贷利率较去年同期
分别回落116BP和54BP。

就具体城市看，4月，淮安、马鞍山、衢州、驻
马店、宝鸡、常州、沈阳、赣州、兰州等9个城市
首套房贷利率下降。就城市能级看，4月二线城
市首套房贷利率环比下降1BP至3.98%，三四
线城市首套房贷利率环比下降2BP至3.99%，
一线城市首二套房贷利率继续持平。

同时，房贷放款继续保持2019年以来最快
的速度。

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4月，百城银行平均
放款周期为21天，与上月持平。广东某国有大
行客户经理表示，目前其所在支行房贷放款基
本走“快速通道”，如果资料符合标准基本条件，
则最短2周内就可以完成放款。

事实上，目前房贷利率已处于相对低位。
央行发布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已有83个城市
下调首套房贷利率下限，其中太原、金华、郑州、
珠海等超40城利率下限至4%以下。

不过，广东某头部房企策划称，虽然目前房
贷利率一降再降，但很多客户仍处于观望状态，
其所在楼盘在3月销量略有突破后近期又进入

“瓶颈期”。据他此前经验，二季度通常是销售
旺季，较一季度一般销量高50%左右。如果房
贷利率持续保持目前态势或继续下行，或有季
节性突破口。

在他看来，与之前相比，目前这一阶段房贷
利率并不会成为客户购房的决定性因素。现在
客户和之前的购房逻辑已有所不同，房价“狂飙”
期，客户更重视“性价比”，追求的是尽快上车，因
此房贷利率成为可以吸引客户的重要“利器”。
而目前这一阶段，炒房“泡沫”破灭后，核心区位、
优质地段才是客户最重视的因素。

也有不少购房意向客户正在密切关注所
在城市的利率变化，东莞某银行房贷业务相
关客户经理表示，近期，经常收到客户消息

“轰炸”询问贷款利率变化。“有的客户担心贷
款利率会上调，有的客户则是希望多‘磨’一
下，‘蹲’到一些更优惠的贷款利率。”他进一
步解释道。

多地密集放宽购房政策

事实上，除首套房贷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
制下灵活的房贷利率，为继续提振房市，多地在
涉房金融政策上也不断“松绑”。5月开局短短
一周时间，南昌、巴中、上海、南宁、苏州等多城
对公积金政策进行调整，针对特定人群提高公
积金贷款额度。

5月6日，江西南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
布《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有关使用政策的通
知》，其中提出，支持多子女家庭使用住房公积
金。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多子女家庭，
购房时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贷款额度上浮
20%。调整后，多子女家庭贷款最高额度为双
缴存职工96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4月至今，包括泉州、杭州、宁
波、合肥、兰州等10个城市均调整公积金政策。
除上述支持多子女家庭购房、提高最高贷款额度
外，还有城市针对公积金使用范围、缴存余额系
数进行调整。如兰州对住房公积金贷款存贷比
（缴存余额系数）进行调整，由原来的18倍提高
至24倍，缴存时间系数也相应予以调整；合肥则
宣布可用公积金付新房首付。

除公积金政策优化外，4月不少涉房政策利
好也在升级：一方面，热点城市限购继续放松，
郑州、合肥、杭州等城市均缩小限购区域；另一
方面，多地直接“真金白银”发放购房补贴。例
如，泉州台商区新落户人员购买该区新建（一手
房）商品住房，可根据落户年限不同给予1万—
5万元不等的补助。

“展望二季度，预计住房金融政策和各地住
房政策仍将大概率保持较为宽松的态势。房贷
利率可能维持在低位，商业银行保持个人按揭贷
款较快的释放节奏。”植信投资研究院资深研究
员马泓预测，部分地区仍将享受取消首套房贷款
利率下限的优惠政策，部分城市将联动多孩生育
政策放松住房公积金贷款门槛，积极探索其他模
式，个别大城市可能
会适当调整二手房
指导价范围，鼓励改
善性需求加快置换。

相关新闻

零佣金再现江湖
房产中介咋破局

需求支持政策密集落地、房企“造血”能力
恢复之余，“输血”能力也有逐步改善的迹象。
4月以来，房企融资环境修复迹象逐渐明显，克
而瑞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4月，80家典
型房企融资总量为497亿元，同比下降29%，

降幅进一步收窄。
上市房企融资延续好转势头，根据Choice

数据，截至5月8日，年内共有25家上市房企
拟通过股权融资方式募集资金达1285.44亿
元；年内共有83家上市房企通过发行债券合计

募集资金达888.26亿元，两者均远超
去年同期水平。仅5月第一周，就有
三湘印象、大名城等多家企业密集公
告融资计划。

需求端、融资端利好持续下，未来
房地产走势如何？

广东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
员李宇嘉预计，二季度房地产市场有
可能将进入横盘期，各项指标比2022
年同期会有好转，但改善动力并不明
显，后续市场走势还有待经济纾困和
政策扶持。就长期来看，经济学家任
泽平在《中国房地产展望2023：分化
时代到来》中指出，今年将会首次见证
房地产的分化式复苏。区域分化是未
来房地产市场最大的特征；房价普涨
的大开发时代结束，城市内部房地产
市场分化加剧；产业+地段为王；改善
时代来临，产品力将成核心竞争力。

未来房地产咋走？或呈分化式复苏焦 点

房贷利率继续下行
多地调整购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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