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家掘金“家装监理” 开发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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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装修如何把关？工程质量是
否过关？装修费用是否虚高……这些
问题无不困扰着装修业主， 如果
专业人员能够对此进行把关，岂
不是省钱又省心？ 精明的商家从
业主们的“纠结”中发现了这一新
商机，发掘装修市场的细分业务，

掘金“家装监理”，开发这一新商
机。

家装监理市场蛋糕大
装修一套房子至少要几个月，

选材、盯工、验房……对于大多只能
周末或下班才有时间的上班族来
说，可谓耗时耗力；好不容易抽出时
间， 但装修公司是否按照正规流程
在装修、 是否偷工减料等专业性问
题又难住了业主。 重庆一监理公司

负责人胡成智看到业主们的难处
后， 从

2008

年专门做起装修“管
家”。

“今天就刚刚接到一笔业务。 ”

胡成智介绍说， 监理单位可帮助业
主检验毛坯房的质量及存在的缺
陷。业主和装修公司签订合同时，监
理公司会帮忙审查合同， 从设计图
纸到预算再到材料选择， 都会给予
指导性意见。 业主相当于请了一个
私人项目经理，把好材料质量关、施
工工艺关等， 享受监理公司提供的
装修托管服务。根据项目的大小、以
及不同档次的项目收费， 每平方米
在

100

元左右。 虽然目前市场并不
大，但是这是一块“肥肉”，随着高端
洋房、别墅的增多，这部分家庭的家

装监理业务， 将是一个巨大的细分
市场。

意识欠缺市场待挖掘
记者昨日从市建筑装饰协会了

解到，我市现有近两千家家装公司，

每年分食的家庭装修市场蛋糕上百
亿元。 许多装修公司设立有监理部
门， 但真正有资质的第三方监理单
位却少之又少。业内人士介绍，这一
方面与消费者的意识欠缺相关，另
一方面， 也与市场发展的良莠不齐
相关。

重庆精正装饰工程监理公司负
责人孟先生坦言， 现在聘请第三方
监理的人员还是少数， 很多业主不
愿拿出高价钱花在请专业人士方
面， 监理公司也陷入了叫好不叫座

的尴尬，目前仍以工程监理为主，真
正涉及家庭装修监理的第三方公司
不超过

5

家。

“许多人的想法是找一个好
的装修公司， 觉得监理公司可有
可无。 ”胡成智说，很多业主遇到
麻烦后，才会想到找人来协调。 由
于传统的装修公司设立监理部
门，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的运营模式， 难免存在监理人员
和施工人员之间串通违规的行
为，损害业主利益。 这也逐渐让业
主对于装修公司的监理缺乏信
任。 家装监理公司作为第三方监
理的这种“外包”式监理，其实是
一种新型的监理模式， 将会成为
未来的一种发展趋势。

市场开拓可多元化发展
“拥有专业知识是关键。 ”家装

监理张皓介绍说， 装修中涉及到的
问题比较专业， 普通业主之所以聘
请专业监理， 就是希望能得到放心
的“服务”。因此，监理一定要具备装
修的专业知识，同时对合同、工程报
价、 装修流程以及装修中所使用的
材料等，都要有详细的了解。无论是
个人还是企业监理， 相应的监理资
质都必不可少。 作为第三方监理公
司，由于在市场开拓方面有难度，最
好是从事家装监理、 工程监理等多
元化经营，此外，还可以通过免费的
装修咨询等入手， 让业主接受和了
解， 装修监理公司可以此获取更多
市场资源。 （据华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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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

月， 信阳铁路
棚户区改造工程正式启动以
来，进展顺利。整个改造工程包
括羊山街、工人街、二七街、新
八街、机务段

5

个项目。改造面
积

10.46

万平方米、

1458

户，规
划建成住房

3364

套、建筑面积
33.81

万平方米。信阳铁路棚户
区改造工程是武汉铁路局推进
职工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一项重
点工程，工程的实施，不仅对改
善铁路职工居住条件、 提高职
工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而
且对于完善信阳中心城区整体
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加快城镇
化进程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图
为工人街项目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张勇摄

一线楼市被指几乎遭国企垄断

或增加调控难度
� �

一份根据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
所作的统计显示，

2012

年，北京房企商
品房销售金额排行榜中， 北京城建、中
海、保利、首开、中国铁建、中化方兴等
国企以迅猛的态势抢占了前十名，民企
只有龙湖、

SOHO

中国尚存。

国企地位难撼
2012

年北京商品住宅成交量达
12.3

万套，比
2011

年增幅超过
30%

。但
这种狂欢与多数民企无关。

据海通证券研究报告显示，北京城
建大股东是北京城建集团，实际控制人
则是北京市国资委。国金证券研究报告
指出，在房企普遍面临土地饥渴的背景
下，北京城建凭借国有背景和一二级联
动的发展模式， 曾在

2011

年土地市场
大有斩获，当年新增项目权益建面

110

万平方米，整体储备规模增长
32%

。 北
京城建目前在京尚有

211

万平方米未
结算项目，占总储备的

58%

，这意味着
它在

2013

年仍有希望销售超预期。

如果说中海、保利这两家央企近几

年在北京市场一直表现出色，而中国铁
建与中化方兴则是不折不扣的黑马。

中国铁建于
2007

年
11

月
5

日在
北京成立，为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特大
型建筑企业。它在北京地产界声名鹊起
的项目，是位于北五环外的中国铁建国
际城。 后来，该公司在外地复制了铁建
国际城品牌。

中化方兴的母公司是中化集团，

为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国有重要骨
干企业。该公司曾在

2009

年力挫群雄
拿下广渠路

15

号地， 被潘石屹感慨
为，央企拿地不算账。

15

日地已变身
北京有名的金茂府。从

2011

年首期开
盘的

20

个月内， 金茂府累计销售额
已达百亿。

国企典型性垄断？

万科集团副总裁毛大庆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随着北京土地的高起，

北京市场的准入门槛也在提高。而不管
是国企还是民企都不想在北京市场上
失去机会，近两年甚至还在加强北京市

场的投入。

所以，北京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最
强的。 而能否在土地市场有所斩获，成
为考量其销售额的重要标准。

在土地市场上，拥有低成本资金优
势的国企或者央企，显然更具竞争力。

1

月
14

日，央企代表中粮集团董事
长宁高宁、民企代表

SOHO

中国董事长
潘石屹在亚洲金融论坛上就“国进民
退”相互调侃。 潘石屹在现场论坛环节
表示，十分愿意和这位来自北京的“邻
居”宁高宁互换身份。

在潘石屹看来，过去
10

年，中国民
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和状态， 越来越不
好。 “十年前在北京要招拍挂一块地，下
面坐着的基本全是民企。 最近三四年，

北京招拍挂一块地，下面坐的清一色是
央企。 ”潘石屹还抱怨，“政府总要宏观
调控，总要出政策，但又总要多给‘共和
国的长子’一些钱，给的钱的利率又比
民营企业的低，最后市场经济的机制就
很难建起来”。 （王营）

楼市回暖仅仅是区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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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购、限贷政策保持稳定，并严格执行，刚性住
房需求增长空间极为有限，预计

2013

年房价上涨空
间有限。

限购、限贷政策下，投机投资性购房需求已经受
到严厉打击。 虽然岁末年初楼市成交出现区域性回
暖，但刚性住房需求增长缓慢，预计全年房价上涨空
间有限。

岁末年初，全国楼市成交上升，主要是受到一线
城市拉动。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 元旦小长
假期间， 京沪穗深

4

个一线城市新建住宅成交套数
同比上涨

57.7%

，带动全国主要
54

个城市同比上涨
16.8%

。

同时，据中指院统计数据，

2012

年
12

月全国十
大城市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上涨

0.45%

， 带动全国百
城环比上涨

0.23%

。

楼市运行区域分化明显， 在一线城市成交火爆
同时，鄂尔多斯、温州等城市商品房销售受阻。 另据
媒体报道，海南住房供应需要十年方能消化。

以限购、 限贷为代表的新国八条房地产调控政
策出台，严厉打击了投机和投资性的购房需求。

虽然限购政策效应随时间递减， 但政策抑制投
机性需求的作用非常明显。 即使符合购买的人群增
多，考虑到限购政策降低了市场流动性，住房投资回
报率出现下降，也会明显减少投资性住房需求。限贷
政策抑制的是杠杆性购买需求。 缺乏信贷资金支撑
的投资性购买需求，需要全额付款，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住房投资的积极性。

在投机、投资性住房需求被抑制并挤出的同时，

刚性住房需求成为楼市成交的主要驱动力量。 从学
理上分析， 定义刚性住房需求是一件十分费劲的事
情，主要是难以清晰界定。

通常，刚性需求对应着弹性需求。 简单分析，所
谓刚性住房需求， 就是短期内必须购买且具有相当
购买力的住房需求，主要包括婚房需求、拆迁引致需
求、学区房需求以及外埠需求、新就业人群住房需求
等。

由此可见， 城市刚性住房需求总量应该基本稳
定，不太可能出现爆发式的增长。从城市人口承载能
力角度考虑，一线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空间极为有限，

2011

年北京市暂住人口较上年就减少了
60

余万
人。若限购、限贷政策保持稳定，并严格执行，刚性住
房需求增长空间极为有限。

当前一线城市住房供不应求， 主要是楼市供求
区域关系的调整所致。新国八条出台后，房地产开发
重点向二线、三线城市转移。一线城市房地产开发减
少，按照新建商品住宅一年多的建设周期，造成当前
楼市供求关系趋于紧张。

2012

年以来， 随着一线城市住房成交量上升，

房地产开发重点向一线城市回归， 将在很大程度缓
解供求紧张关系。 考虑到全国房价涨幅低于物价涨
幅，住房实际成交均价已经下降。若一线城市住房成
交量继续过快释放， 未来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可能性
增大。 （项峥）

楼市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