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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城市楼市政策确定：严调控 稳市场

在2016年的一轮大涨

过后， 虽然近期楼市成交

热度有所降温， 房价却依

然滚烫，需求依然旺盛。在

此情况下， 如何确保今年

楼市“稳”字当头，自然成

了各地两会的关注焦点。

意料之中的是，“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

一高层定调已被多座热点

城市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而“从严调控”、强化

“预期管理”则几乎成为各

地两会提到房地产市场时

的主基调。

去年，一、二线热点城

市房地产市场的狂飙突进

引致严厉调控， 也让房地

产成为了2017年地方两会

政府工作报告中最为引

人关注的焦点。 经记者梳

理，截至1月15日，在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天

津、南京、合肥、珠海九大

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里，

“抑制资产泡沫” 被两个

城市提及，将“房子是用

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写入报告的有四个城市，

还有四城提出“要发展住

房租赁市场”，而“要合理

增加住宅用地供应”的城

市更达到了五个。防范风

险，遏制炒房，引导合理

住房需求，化解热点城市

土地供求矛盾成为各地

共识。

就一线城市来看，与

去年北京、上海都以“建立

健全基本住房保障体系”

作为房地产发展的主要目

标不同，今年，北京的态度

直接而鲜明———严控中心

六城区人口规模和开发强

度，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

探索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

机制； 上海的表态也让市

场吃了“定心丸”———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的基调，加强房地

产市场调控。 去年房价上

涨幅度最高的代表城市之

一深圳， 则在2016年已提

出释放一批土地空间和产

业用房的基础上， 又提出

2017年要完善房地产市场

调控长效机制， 合理增加

住宅用地供应。 广州则表

态， 将盘活城市闲置和低

效用地， 发展住房租赁市

场。

二线城市中， 尽管南

京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中仅简单提到“要加大房

地产调控力度”，但南京市

委书记吴政隆则明确表

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抑制

房地产市场泡沫， 防止出

现大起大落，为各项事业

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合肥则明确，将

全面落实房地产市场调

控“十条新政”，合理增加

居住用地和住房供应。珠

海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强调，防止市场投机透

支城市未来发展的美好

前景， 将综合运用金融、

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

手段，加强住房市场监管

和整顿。

此外，天津、重庆两座

直辖市也在对楼市打“预

防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 要在新的一年里抑

制资产泡沫。其中，天津将

在2017年加大房地产分类

调控力度， 抑制房地产泡

沫。而对于重庆来说，2017

年房地产工作的重心已从

2016年提出的“科学调控

土地供给量和房地产开发

量”转变为“积极防范各类

风险， 坚决遏制炒房行

为”。

（据《中国证券报》）

部分城市土地溢价率

明显降低

随着各地调控政策密集发力，土地市场在2016年

底进入降温通道。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2017年1月以来，全国土地市场冷清，单宗成交总

价10亿元以上地块合计为20宗， 总价超过5亿元的地

块只有35宗；在地块总价超过10亿的地块中，溢价率

超过100%的只有5宗， 大部分热点城市土地成交溢价

率明显降低，比如深圳、上海等城市地块成交溢价率

均明显低于2016年平均水平。

“相比2016年市场表现， 整体土地市场在政策

的抑制下，溢价率已经明显下调。”中原地产首席分

析师张大伟分析称，土地出让市场相关约束与限制

条件越来越多，是导致土地市场数据降温的主要原

因。

2016年下半年以来，多个主管部门就房企拿地资

金出台了“去杠杆”措施，收紧了银行理财资金、信托

及发债等融资渠道。

不过，目前在房企拿地过程中，还存在监管外的

一些融资“创新”方式，专门为开发商提供拍地保证金

甚至首付金。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

飞表示， 地方政府目前对房企加杠杆拿地现象仍

存在监管盲区， 从目前各个省市出台的“控制高

价地” 的措施来看， 主要还是集中在提高首付款

与保证金比例，但是一些“创新”融资渠道依然可

以使房企绕过最低首付比例的限制， 弱化政策效

果。

中国指数研究院方面分析认为，2016年热点城市

坚持“分类调控、因城施策”，相继提出增大土地供应、

限购限贷等新政，房地产市场逐步趋于稳定，土地市

场非理性行为明显减少。2017年，落实调控、确保平稳

将是房地产市场的主旋律，增供宅地与调控仍为重点

城市关注重点，部分需求或将外溢至周边城市；另一

方面，房地产市场分化将持续，三四线城市仍需去库

存。

2016年下半年以来， 重点城市纷纷出台调控政

策，部分房地产市场走向过热的城市正在逐步趋于稳

定。

中指院预计，2017年各热点城市将继续执行已出

台的限贷、限购、土地相关措施，稳定市场预期，打击

非理性投机行为。

张大伟告诉记者，2017年开始， 各地楼市政策依

然持续收紧，特别是针对土地出让的各种约束面临全

线收紧的趋势，预计2017年整体土地市场将比2016年

下半年进一步降温。

（据《经济参考报》）

房地产投资的对象是

不动产， 加之房地产投资

成本较高， 资本回收周期

长，变现性较差，因此具有

较高的风险性， 一旦投资

者决策失误， 会带来极大

的损失。专业人士建议，消

费者投资房地产时， 应该

注意以下5事项。

房屋手续是否齐全

房产证是证明房主对

房屋享有所有权的唯一凭

证， 没有房产证的房屋交

易时对买受人来说， 存在

一定风险。 房主可能有房

产证而将其抵押或转卖，

即使现在没有， 将来办理

取得后， 房主还可以抵押

和转卖。 所以最好选择有

房产证的房屋进行交易。

房屋产权是否明晰

有些房屋有好多个共

有人， 诸如有继承人共有

的、有家庭共有的、还有夫

妻共有的， 对此买受人应

当和全部共有人签订房屋

买卖合同。 如果只是部分

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

产， 买受人与其签订的买

卖合同未在其他共有人同

意的情况下是无效的。

土地情况是否清楚

二手房中，买受人应注

意土地的使用性质，看属于

划拨还是出让。划拨的土地

一般是无偿使用，政府可无

偿收回，出让是房主已缴纳

了土地出让金，买受人对房

屋享有较完整的权利。另

外，还应注意土地的使用年

限，如果一个房屋的土地使

用权仅有40年，房主已使用

10年，对于买受人来说是否

还应该按同地段土地使用

权为70年商品房的价格来

衡量时，就有点不划算。

市场规划是否受影响

有些房主出售二手房

时，可能提早了解到该房屋

在5~10年中要面临拆迁，或

者房屋附近要建高层住宅，

可能影响采光、价格等市政

规划情况， 才急于出售，作

为买受人在购买时应全面

了解详细情况。

福利房屋是否合法

房改房、安居工程、经

济适用房本身是一种福利

性质的政策性住房， 在转

让时有一定限制， 而且这

些房屋在土地性质、 房屋

所有权范围上也存在一定

限制。

文/齐鲁

记者从1月16日召开

的全国棚户区改造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上获悉： 今年

我国棚户区改造新开工

600万套的目标任务已经

确定， 要加快棚改进度，

2017年新开工项目进度要

快于去年， 续建项目也要

力争早日竣工和入住。

据介绍，棚改是重大的

民生工程，国务院有关部门

将尽早下达中央补助资金，

各地要加快落实开发银行、

农业发展银行棚户区改造

贷款，为加快棚改进度创造

条件； 要依法依规控制棚

户区改造成本， 科学规划

腾空土地， 确保按合同约

定及时偿还贷款； 要继续

提高房地产库存量大的城

市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

推进棚户区改造， 要符合

城市规划，结合生态修复、

城市修补工程等要求，重

视维护城市传统风貌特色，

要加快配套设施建设，高度

重视工程质量安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

长陈政高表示，2016年不

仅按照棚户区改造三年计

划（2015~2017年）安排，全

面完成了开工600万套的

目标任务，而且表现出3个

明显特点： 一是棚改工作

动手早，绝大多数省（区、

市）2016年棚改开工进度

明显快于2015年，15个省

（区、市）在去年9月底就完

成了全年开工任务； 二是

货币化安置力度大，2016

年全国棚改货币化安置比

例达到48.5%， 比2015年提

高18.6个百分点；三是实现

了按合同约定及时偿还贷

款，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

行棚改贷款的逾期不还

率、贷款不良率均为0。

（据《经济日报》）

今年全国将新开工600万套棚户区改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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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房产5项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