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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搜

上海进一步放松购房限购

1月30日，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委员会、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联合印
发《关于优化本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
知》，规定自1月31日起，在本市连续缴
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已满5年及
以上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可在外环以外
区域（崇明区除外）限购1套住房，以更
好满足居民合理住房需求，促进区域职
住平衡、产城融合。

早在2012年，上海实行“认房认
贷”限购政策，规定但凡单身、非上海户
籍的购房者，无论是否已有缴纳社保或
个人所得税证明，均被列入购房限制范
围。

如今，非户籍单身限购已经过去
11年，上海迎来外环外全面放开非户
籍单身购房限制。

1 月 17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3年12月70城房价数据显示，上海
新房价格环比和同比分别上涨0.2%和
4.5%，二手房价格环比和同比分别下降
0.6%和0.4%。整体来看，2023年上海
新房市场表现明显好于二手房，月度同
比涨幅平均达到4.4%。

二手房方面，2023年的成交量前
高后低，特别是下半年成交较为低迷。
去年12月在上海调整普宅认定标准、
降首付降利率等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提
振下，当月成交量再次回到荣枯线以
上。

苏州不再限制转让年限

1月 30日，网传苏州全面取消限
购，买房不再限面积及套数。苏州限购
全面放开后，昆山、太仓、常熟不限售，
苏州六区、张家港新房取得不动产证起
2年内不得转让，全区域二手房不再限
制转让年限。购房以后，在取得房产证
之后的家庭若有新出生人口（二孩及以
上），出售新房时不受转让年限制约。

对此，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
认为，不对购房资格进行审核，其实就
是“完全放开了购房资格，取消了限
购”。

当日，记者从苏州工业园区房地产
交易管理中心获悉，目前在苏州购买
120平方米以下住房不再限购。苏州
于2023年9月发布的政策显示，120平
方米以下住宅最多只可购置3套。这

也意味着，苏州限购全面取消。
克而瑞苏常区域总经理、克而瑞苏

州房产测评首席分析师戈文问表示，苏
州1月30日开始全面取消限购了。苏
州打响了二线城市放松限购“第一枪”。

公开资料显示，2023年以来，苏州
持续积极优化房地产调控政策，各类政
策“应出尽出、一松再松”，年内曾两次
调整限购政策。

来自克而瑞苏州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12月27日，苏州市区商品
住宅成交套均面积达131平方米，商品
住宅套均成交面积明显呈增加趋势；截
至2023年12月27日，苏州成交总价在
1000万元以上的新房为1505套，环比
增加了49.45%。

广州“抢跑”给大户型松绑

此前的1月27日，广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市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
知》，进一步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措施。

广州此次的优化调整限购政策主
要提出四条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在限
购区域范围内，购买建筑面积120平方
米以上（不含120平方米）住房，不纳入
限购范围。此项政策相当于向全国买
家发放120平方米以上大户型的“房
票”。

在限购区域范围内，居民家庭将自
有住房用作租赁住房并办理房屋租赁
登记备案手续的，或者在广州市存量房
交易系统取得房源信息编码并挂牌计
划出售的，购买住房时相应核减家庭住
房套数。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2024年新年
伊始，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并没有明显
改观，“当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短期楼市
稳定的情况下，优化限购政策可能会在
其他一线城市落地。”

1月26日，住建部召开城市房地产
融资协调机制部署会。会议明确，要一
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
理融资需求。此外，各地城市将被充分
赋予房地产调控自主权，可以因地制宜
调整房地产政策。

业内人士认为，上海、广州、苏州相
继优化房地产政策，有利于提振市场信
心，提高市场活跃度，加速市场探底和
企稳。

日前，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委、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向金
融机构联合推送了重庆市第一批房地
产项目“白名单”，其中，包括华宇城二
期、龙湖海成青云阙、万科智慧谷等
314个项目，融资需求约830亿元，涉
及22家金融机构。

据介绍，建立房地产融资协调机
制，是为了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
更加精准支持房地产项目合理融资需
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房地产开发项目纳入“白名单”
后，将通过各区县房地产融资协调专
班，搭建政、银、企融资协调平台，指导
项目“白名单”企业和主融资金融机
构，积极推动项目融资。

对正常开发建设、抵押物充足、资
产负债合理、还款来源有保障的项目，
建立授信绿色通道，优化审批流程、缩
短审批时限，积极满足合理融资需求。

对开发建设暂时遇到困难但资金
基本能够平衡的项目，不盲目抽贷、断
贷、压贷，通过存量贷款展期、调整还
款安排、新增贷款等方式予以支持。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陈竹

楼市将迎

重量级城市
房地产调控措施
纷纷松绑。

继广州率先
进一步放松一线
城市限购政策之
后，1月30日，热
点二线城市苏州
和经济火车头上
海，两大城市同
一天宣布松绑相
关 限 制 购 买 措
施。

业内认为，此
次对楼市政策进
行优化，既是对
前 期 效 果 的 巩
固，也能够进一
步强化市场信心
和预期，“小阳
春”行情值得期
待。

广州上海苏州集体松绑房地产调控措施

小阳春？
对于上海进一步放松限购，中原地产

分析师卢文曦指出，此次政策叠加前期政
策利好，上海“小阳春”大概率会有不错的
表现，一旦交易数据明显反弹，购房热情
有望进一步回归，为今年上半年上海楼市
稳中向好发展奠定基础。

卢文曦认为，此次政策利好覆盖面较
广，非户籍置业需求是市场重要组成部
分，有消费潜力可挖。短期市场关注度会
有所提升，但毕竟马上面临农历新春，是
传统交易淡季，但是政策效应会积蓄，大
概率在年后释放。

同策研究院研究总监宋红卫直言，新政
将会释放从2012年以来挤压了11年的外地
单身人群的购房需求。上海外环区域楼市
去化压力明显提升，这些区域也是近两年供
应量较大的区域，库存量上升，外环区域的
来访量近期下滑，楼市下行压力明显，优化
购房政策，对稳定楼市急迫性很高。

58 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表示，
2023 年上海楼市最值得关注的有三点：
一是新盘去化节奏变慢成为常态，一、二
手房倒挂趋势在很多区域逐步消失。新
盘价格优势不再明显，导致去化难度有所
增大，不少中心城区新盘也开始启动分
销，就是直接体现；其次是二手房高挂牌
量，体现出改善置业链条有所受阻，尤其
是市中心“老破小”的高挂牌量，使得成交
价格下跌明显；第三是市场分化明显。虽
然新房价格整体上涨，但外围区域的金
山、奉贤、崇明等区域成交难度大，房价下
行压力大，而传统市中心区域的新盘依然
可以保持相对不错的去化速度。

对于苏州而言，中指研究院苏州分院
高级分析师金珂分析指出，此次开放限购，
对苏州吸引更多外来人才产生一定的积极
作用，“且政策出台时间临近春节假期，人
员流动大，或将带动楼市看房热度，为新一
年房地产发展打下基础。”而克而瑞苏州则
认为，2024年苏州市场仍处调整期，全年
供求或将小幅下降。市场进入激烈的竞品
质阶段。限价宽松将带动整体均价继续上
涨，板块价格梯度拉大。低密土地供应量
的增加，带动洋房、别墅类产品供应量的增
加；楼盘的竞争全面转至产品力的竞争。
而对于房企来说，产品力决定营销力。

据中国房地产报、华夏时报、证券时
报、每日经济新闻等

限价宽松或带动房价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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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首批房地产项目“白名单”出炉

314个项目
融资需求约830亿

2024年开年以来，房贷利率呈现
下行走势。1月以来，已有多地继续下
调首套房贷利率，甚至实施阶段性取
消首套房贷利率下限政策。

贝壳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
月中旬，百城中有60城首套房贷利率
已进入“3时代”。1月百城首套主流
房贷利率平均为3.84%，其中一线城
市首套房贷利率为4.13%，与上月持
平；二线城市首套房贷利率降至
3.86%，三四线城市首套房贷利率降至
3.82%。1月共有9个城市首套房贷利
率下降，主要为二线和三四线城市，下
降空间在5个基点至30个基点之间。

据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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