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贷“暂停潮”来袭

房贷吃紧影响“金九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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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近期曝出“暂停房贷”

,

并
呈潮水般蔓延的态势。这股“暂停
潮” 涉及多家银行的房贷业务

,

极
有可能对楼市旺季“金九银十”造
成冲击。 业内分析认为

,

上半年楼
市销量出乎意料的火爆

,

让银行的
房贷额度提早进入“干涸期”

;

但更
深层的原因可能是

,

银行对房贷风
险的担忧

,

以及信贷结构的调整。

房贷“暂停潮”来袭
近期

,

多地传出不少地方陆续
传出银行暂停房贷的消息。 据媒
体报道

,

目前已有北京、 广州、深
圳、合肥、重庆等城市陆续出现暂
停房贷的情况

,

并呈现由一线城市
向二、三线城市蔓延的趋势

;

涉及
多家银行的房贷业务

,

既有平安、

民生、兴业等较小银行
,

也有农行、

交行、工行等国有大行。

据《北京晨报》

9

月
11

日报
道

,

经记者调查发现
,

平安、民生、

兴业等多家银行在北京地区已暂
停房贷业务。 不过

,

银行的官方回
复却并未表示完全停止。 更多的
银行取消了此前的房贷利率优
惠。除了恢复基准利率外

,

广发、华
夏等银行甚至还将首套房及二套
房的房贷利率上调了

10%

到
20%

。

此外
,

《中国房地产报》

9

月
10

日报道， 称深圳
4

家银行公开宣
布暂停房贷。而据《重庆商报》

9

月
9

日消息
,

由于银行信贷额度吃紧
,

重庆部分银行暂停受理二手房贷
款
;

同一天
,

《中安在线》报道
,

合肥
最近有

4

家银行暂停了二手房贷
款
,

其中农行、交行、工行等国有大
行也加入停贷大军。

《北京晨报》援引房地产业内
人士的话称

,

上半年楼市销量出乎
意料的火爆

,

也让银行的房贷额度
提早进入“干涸期”。 数据显示

,

上
半年全国房地产销售前

10

位的
房企上榜门槛已达到

283

亿元
,

同
比增幅达

63%

。 《河南商报》援引
银行内部人士的话称

,

“今年三四
月份楼市的火爆

,

让不少银行的额
度都用得差不多了。 ”

房贷受银行“冷落”

对于大面积收紧房贷的原因
,

银行方面普遍的说法是额度紧
张。 但据银行内部人士透露

,

真实
原因或没这么简单。 其更深层的
原因可能是

,

银行对房贷风险的担
忧
,

以及信贷结构的调整。 此外
,6

月的“钱荒”让许多银行心有余悸
,

对风险的控制更加严格。

《每日经济新闻》援引某银行
人士的话称

,

“上半年部分银行房
屋贷款过度放贷的问题也确实存
在

,

下半年只能相对收紧
,

这个原
因不可否认。 另一方面

,

银行对房
地产市场的预期恐怕是银行收紧
房贷更重要的原因。 市场上有关
房产税的传言

,

也提高了银行对房
贷风险的警惕。 ”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

房贷
业务对于银行本身带来的收益也
比较有限

,

这也是导致银行主观并
不青睐房贷业务的重要原因之
一。 目前

,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房地
产行业已经走过了黄金期

,

房价飞
涨的时代已经过去。 据某银行业
分析师介绍

,

“现在房价上升的幅
度不是很大

,

所以对银行放贷规模
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另外

,

房地
产贷款相对于其他贷款利润较
低。 ”

相比房贷业务
,

小微企业贷款
利润较高

,

而且国家也正在不断出
台政策扶持小微企业贷款。 国家
正指引着银行不断调整贷款的内
部结构。 在银行资金面并不充裕
的背景下

,

并不能为银行带来较高
收益的房贷业务便遭受“冷落”。

中航证券研究员指出
,

上半年各家
银行致力于优化贷款结构

,

资产结
构向高收益调整

,

有助于资产收益
率的企稳。

或影响“金九银十”

此次房贷“暂停潮”的到来
,

正
好赶上楼市“金九银十”。 面对可
能不断收紧的房贷

,

业内认为会影
响到“金九银十”。 由于几乎所有
房屋买卖均涉及银行贷款

,

一旦房

贷收紧
,

则意味着签约时效与过户
时间受到牵动。 其次则是影响房
屋需求。 由于交易可能出现阻碍

,

房款又动辄以数十万元乃至百万
元计

,

导致购房意愿受到一定程度
的压制。

而二手房贷款是停贷重灾区
,

受伤最重的当属二手房市场。 据
媒体报道

,

一手房市场实质受创不
大
,

一方面地王频出
,

使房价“被推
升”已势不可挡

,

另一方面当前进
场者以改善型的二次购买者为主
力
,

本来就不存在利率优惠的问
题
,

加之此一群体对贷款比例与利
率调整的敏感度较低。

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数据
显示

,

“金九”首周
,

北京新建住宅

与二手住宅双双出现量价回落。

另据机构统计
,

预计
9

月北京有
26

个项目开盘入市
,

其中只有
10

个纯新盘
,

另有
16

个老项目后期
,

供应量为近几年同期低位。 北京
楼市“金九银十”略显褪色。

据《中国房地产报》 报道
,

在
“政策市”的影响下

,

楼市成交的季
节性特征已明显削弱。 北京一家
房地产企业高层表示

,

公司的推盘
节奏并不受所谓“金九银十”的影
响
,

而是依据公司运营计划早先制
订好的。 “房地产市场受政策因素
影响较大

,

如今淡旺季划分已与季
节关联不大

,

更多取决于调控政策
的力度和节奏。 ”

（据中国新闻网）

楼市时评

别让房租吞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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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
9

月
9

日公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

8

月份全国住
房租金价格同比上涨

4.4%

。 自
2010

年以来， 住房租金已经连
续

43

个月上涨。

近年来， 我国居民收入持
续增长， 但同样上涨的房租犹
如钱包上的黑洞， 大大消弭了
因收入增长带来的生活改善。据
了解，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部分
城区房租与收入比高达

40%

，

许多城市白领表示，“涨的那点
工资大部分都花房租上了。 ”

作为一种市场现象， 政府

直接出手干预房租上涨既不合
理也不现实， 而应分析背后深
层次问题， 采取措施引导房租
理性回归。遏制房租连涨，关键
是要改变卖方市场格局， 增强
租客的博弈能力。首先，建好分
好保障房。 一些地方申请保障
房门槛过高，外来务工人员、新
毕业大学生并未纳入其中，中
等收入群体的“夹心层”现象依
然存在， 导致保障房建成后被
空置。同时，一些保障房远离中
心城区、配套设施薄弱，质量缺
乏保障等， 不被人们接受。 对

此，有关部门应从民生出发，通
过降低准入门槛、考核入住率、

严惩保障房腐败等多管齐下，

发挥好保障房的民生保障作
用。

其次，盘活社会房源。有必
要适时出台空置税， 用税收杠
杆倒逼空置房源进入房屋租赁
市场。同时，针对租赁需求扎堆
交通便利区域的现象， 加快公
交、地铁等公共交通体系建设，

完善学校、医院、商场等配套设
施，使过去交通闭塞、生活不便
的冷门区域能够成为租房者的

选择。

此外， 规范租赁秩序。 目
前， 房屋租赁市场存在房源虚
假、价格不稳、市场监管缺位、

租赁合同随意变动等诸多问
题。对此，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
规， 如采取长期租金保护和限
定措施，稳定租赁市场。 同时，

加强市场监管， 严厉打击违规
中介， 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平
台， 切实保障租房者的合法权
益。 （张枫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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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额大涨

楼市带动 8 月地方财政增收

8

月中央财政收入
4222

亿元，

同比增长
12.1%

； 地方财政收入
4366

亿元，同比增长
6.5%

。

1

月
～8

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
89027

亿元。

财政部
8

月财政收支情况表
明，

8

月全国财政收入
8588

亿元，

比去年同月增加
725

亿元，增
9.2%

。

财政部方面解释， 地方财政收
入增长， 主要是前几个月房地产市
场成交额大幅增加， 带动相关地方
税收增加。 例如在财政部这次公布
的各主要税种收入情况中， 契税收
入

304

亿元，同比增长
17.8%

，增幅
高居各税种之首。 土地增值税收入
224

亿元，同比增长
16.7%

，增幅位
居各主要税种的次席。

（据《京华时报》）

前 8 月保障房开工率近九成

住建部
11

日信息，今年全国计
划新开工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630

万套，基本建成
470

万套。截至
8

月
底，已开工

560

万套，基本建成
356

万套， 分别达到年度目标任务的
89%

和
75%

，完成投资
7200

亿元。

业内人士分析， 按照现有的建
设进度， 今年有望超额完成保障房
开工和建成计划。 保障房的后续建
设和运营管理将考验各地政府部门
的资金实力和管理能力。 由于连年
大规模建设带来的资金压力明显，

明年的保障房建设任务可能在今年
的基础上有所下调， 但棚户区改造
未来仍将保持较大规模。

（据《中国证券报》）

全国17家房企销售突破4000亿元

8

月虽然是楼市的销售淡季，

但多家房企披露的
8

月销售数据显
示， 房地产市场从年初便开始的良
好销售势头仍在延续。

根据《证券日报》 记者统计显
示，截至

9

月
9

日晚，共有
17

家房
企公布了

8

月份的销售简报， 同比
全部实现增长， 合计销售金额达
601.4

亿元。同时，前
8

个月
17

家房
企共完成销售金额

4016.4

亿元，较
2012

年同期的
3074

亿元增长
30.65%

。

这
17

家房企包括万科、 恒大、

保利、金地、富力、龙湖、旭辉、合生
创展、中渝置地、瑞房、奥园、中骏置
业、世茂房地产、首创置业、深圳控
股、合景泰富、江苏新城。

对此， 中原地产研究部总监张
大伟分析认为，从目前市场看，房企
销售任务完成得都非常不错， 最后
几个月很可能为了提高利润率而提
高房价。 而随着传统旺季的到来，

“金九银十”的房地产市场很可能再
次出现量价双双快速上涨的情况。

（据《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