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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市场年末渐现“房贷荒”

在对中国
32

个重点城市、近
500

家银行的房
贷产品进行摸底调查后，金融研究机构发现，

2013

年第四季度，“房贷荒”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并
有逐步蔓延的趋势。

在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与融
360

研究
院

11

日于上海发布的《中国房贷市场
11

月度分
析报告》中称，目前中国一线城市首套房利率优惠
已基本绝迹， 二套房利率上浮

10%

至
20%

不等，

商业银行出现惜贷、停贷现象。

数据显示， 全国仅有
6.4%

的银行还在执行
8.5

折的利率优惠，有
16.8%

的银行停止提供二套
房按揭贷款。

11

月份以来，在房贷市场上，全国银行“停贷
潮” 蔓延趋势明显， 停贷城市逐渐由一线发展到
二、三线城市，停贷的产品也由原来的仅限二套房
扩展到首套房。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珠海、济南、合肥、无锡、武汉等地的部分银行已出
现暂停房贷现象。

由于额度紧张， 多家银行均表示放款时间难
以确定。受额度限制影响，中信、建行、兴业等银行
均出现放款时间延长的情况。在华东地区，上海的
二套房首付调至七成，房贷放款或要等到明年；在
南京，银行表示额度紧张，指望年底放款恐基本无
望；杭州情况与上海相似，在苏州，首套房利率最
高上浮

10%

，无锡情况略好，但首套房利率最高上
浮也达到了

5%

。

究其原因，融
360CEO

叶大清告诉记者，首先
房贷利率太低，同属银行贷款，房贷利率打折优惠
且年限也长，不论是时间还是资金的风险成本，房
贷均不占优势；其次，房价畸高，导致房贷风险日
增；再次，在全年总额度确定的前提下，上半年金
融机构透支了信贷额度， 导致下半年紧缩成为必
然；最后，调控预期强烈令银行看空房地产后市，

故减少房贷额度以降低风险。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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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房价见顶二三线打折

专家：楼市回落或已成大势

� �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 北上
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西安、 武汉、厦
门、南昌、沈阳等二线城市相继发布
调控政策， “

N

条” 式调控背景下，楼
市已有一定程度的萎缩。 而房价方
面，二、三线城市多地房价出现松动
迹象，部分房企开始打折促销；一线
城市虽未明显下调， 但挂牌均价则呈现
见顶趋势。

楼市成交大面积萎缩
距“穗六条”颁布已有三周，广州楼

市受挫效应越发明显。 据搜房网数据监
控中心统计， 上周

(12

月
2

日至
12

月
8

日
)

广州十区两市一手住宅成交量仅为
941

套， 环比前一周的
1639

套下降了
4

成多，网易房产数据更显示，

12

月首周前
六日， 广州中心六区只成交不足

70

套，

环比暴跌
78.7%

。此前火热的萝岗、南沙、

华南等郊区板块也呈现一定程度的市场
萎缩，业内人士分析，这种情况或将持续
到明年第一季度。

不仅仅广州，资料显示，“

N

条”式调
控后，多地楼市成交萎缩明显。 中国指数
研究院

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监测
的

43

个城市中，逾五成城市成交面积同
比下降，其中厦门、汕头跌幅最大，分别
下跌

93.28%

和
49.62%

。中原集团研究中
心所监测的

54

个城市数据也显示，

12

月
前

5

天一手住宅同比
11

月份成交下降
约

6%

。二手住宅市场成交也出现环比全
线呈不同程度下降。

实力房企开始打折
据搜房网数据监控中心统计， 上周

广州全市一手网签均价为
10675

元
/

㎡，

环比前一周的
15351

元
/

㎡暴跌了三成。

这是继
11

月广州楼市成交价格下跌后，

在
12

月向下趋势越发明显。 方圆地产首
席分析师邓浩志分析， 受前期楼价上涨
过快影响叠加新政， 广州楼价在四季度
到达阶段性顶部， 成交萎缩市场放缓将
持续。

而北京在成交下滑同时， 价格也出
现了松动。 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中心统计，

12

月第一周， 北京一手住宅成交均价为
25759

元
/

平方米，环比下降
6.2%

；二手住
宅成交均价为

28864

元
/

平方米， 环比下

降
4.25%

。另据监测，

12

月第一周调价案
例中，下调的占比为

71.9%

。同时，新增房
源的挂牌均价环比下降

2.1%

， 与
9

月平
均水平接近，挂牌均价呈现见顶趋势。

相对于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松
动更为明显和主动。根据

CRIC

研究中心
营销周报显示，万科、华润、恒大、保利等
企业项目多次进入周度折扣排行

TOP10

行列。 例如，万科陆续在南通、秦皇岛等
地推出开盘八五折的折扣优惠。 另据报
道，进入

12

月份，先后有西安、大连、长
沙、唐山、潍坊等城市开始出现打折力度
不一的在售楼盘， 参与打折的房企则有
星河湾、绿城、金地、中海等实力房企。

（据《羊城晚报》）

新型城镇化应是“市场的城镇化”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由国家发改委
牵头，国土部、住建部等

13

个部委参与
编制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目前正
在做最后修改。 《规划》拟提出，城镇化建
设中要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方式， 企业将
成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 政府则
主要负责城市建设的管理创新。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 要坚持
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
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十八届
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
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产业和
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
协调推进。 两次会议明确了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核心任务和改革要求， 这是制定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基础， 也是我们
认识和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依据。

西方国家的城镇化进程普遍早于中
国， 这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经
验和教训。 经验方面，多数西方国家的城
镇化都是一个自然生发和市场资源集聚
的过程， 政府将传统的农村居民点纳入
城镇型小区建制， 为各类居民点提供同
等标准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有助于
防止人口过度流动和乡村空心化； 教训
方面，主要是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供给
短缺、就业不足等问题，有可能导致城市
出现畸形发展、贫富差距大、交通拥堵、

污染严重等现象。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

但各地城镇化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比如，

有些地方热衷于“土地城镇化”而非“人
的城镇化”，强征强拆侵害农民和市民的
利益；再比如，缺乏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重开发建设轻规划管理， 重经济利益轻
公共服务，建设项目华而不实、大而不当
等。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一方面是缘于
城镇化由地方政府强力主导， 在某些地
方甚至变成了“市长的城镇化”；另一方
面，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且怀有
以城镇化建设打造政绩工程、 形象工程
的现实动机。 我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应
尊重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让市场在
城镇化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新型城镇化在惠及亿万农民的前提
下，要着力发展多层次、广覆盖的现代服
务业， 推动城乡消费观念更新和消费结
构升级。 城乡个私企业、家庭农场、农村
合作经济组织、民营企业，能够在现代服务
业中抢占商机， 把这一块市场做大做活。 此
外，农民和普通市民个人谋求自主就业创业，

或者以城镇社区和现有农村供销合作社、

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社等为依托，发展
自助型、互助型社会经济组织，构建城镇
居民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的基层自治平
台， 将是新型城镇化助推经济结构调整
和市民社会成长的一个良机。

股份制企业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也
大有可为。 一方面，要进行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 按照现代企业制
度的规范要求， 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改
革成为产权清晰的股份制企业， 使农民
转为市民的同时成为股民， 享受市民待

遇的同时分享企业红利。 另一方面，一些
有实力的股份制企业， 在新型城镇化建
设中承担重点项目， 有利于以机制的约
束和专业化的规范管理， 保证项目开发
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作为多元市场资源的重要部分，中
央企业及大型国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
也当可发挥更多作用。 一些有土地经营
开发资质的央企单位， 积累了从事基础
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在资金、团队、管
理、 专业技术和社会信誉上具有综合优
势。 无论是从协助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用
品和公共服务的角度， 还是从提高国有
资源的产出效能、 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的角度， 央企都可以通过合适渠道参
与新型城镇化建设， 为城镇建造一批拿
得出手、具有示范意义的标志性项目，以
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层次和水平。 近
几年，一些地方政府主动与央企合作，借
助央企在开发建设上的优势，精心筹措，

兴利除弊， 联手打造城镇化建设“升级
版”，其成效值得期待。

当然，央企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目
的不是为了要赚多少钱， 因此不应涉足
竞争程度高、盈利预期高的领域，而更应看
重建设项目的社会效益和公益价值， 切实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具体来说，可通过建设高
速公路、轨道交通、学校、医院、养老院、

图书馆、体育场等，带动居民就业创业，

拉动市场消费，完善公共服务，强化环境
保护，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

周之地
)

国土部：

土地改革不是小产权房转正

国土部
11

日再次表态，宅基地新政策是为了
保护农民财产权，而不是让城市居民买宅基地。结
合近日多个部门的表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土地改革新思路———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并不是意味着自由买卖宅基地，与此相关
的“小产权房”转正无望。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
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后，部分人将其理解
为未来宅基地将可以自由买卖， 同时衍生出两种
解读， 第一种是城里人可以名正言顺去农村购买
宅基地； 第二种是原先在宅基地上建的小产权房
未来将获得合法身份， 这种预期还导致了部分小
产权房涨价。

对此，昨日，国土部副部长胡存智表示，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改革
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 目前国土资源部已选择试
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
让工作，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但宅基地
政策是为了保护农民的财产权， 而不是让城市居民
买宅基地。这是两个性质，即便买了也不受法律保
护。

事实上，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近日也做过类似
表态。“绝不能误以为农民的宅基地就可以自由买
卖了，城里人就可以到农村买个宅基地盖房子，甚
至盖别墅。 ”韩长赋强调，该类用地入市一定要把
握好“三个限定词”，一是“流转”的对象是集体的
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经营权， 并不是集体所有的建
设用地，因为农村还有公益性建设用地和宅基地，

更不是原来建设用地之外的其他耕地。 二是符合
规划，即使取得土地使用权，建设什么也要符合规
划。三是用途管制。韩长赋认为，允许入市的只是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并不是说所有农村建
设用地都可以自由入市。 即便是集体的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首先也还要确权、确地，不能无证转
让。

(

据《北京青年报》

)

楼市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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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蔓延至二线城市， 大房企
频现二、三线城市打折，全国三季度
地产景气分指数下滑，有专家认为，

地产市场回落已成大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