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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0城房价指数全面回落
近期，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8月份70个大中城

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

8月，70城房价指数全面回落，即便是房价较为坚

挺的一线城市，仍然面临涨幅收窄的局面，甚至出现广

州的由涨转跌，以及深圳的连续下滑情况。

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

幅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广州由涨转跌，下降0.1%；一

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回落0.2个百分点，

其中深圳环比下降0.4%，连续4个月下降。

二三线城市所面临的压力比一线城市更大。其

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环比回落0.2%，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2％转为持平；三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2％转为

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1％，连续两个月

下降。

除止涨外，有更多的城市甚至加入到了下跌的行

列之中，这其中，二手房市场降温最为明显。在新建商

品住宅中，有46个城市房价上涨，20个城市房价下跌,

4个城市持平。而在二手房方面，有27个城市房价上

涨，34个城市房价下跌,9个城市持平。

被政策勒住脖子的二手房市场，终于在8月走向

理性。数据显示，当月，二手房价格上涨城市数量环比

7月减少14个，降至年内最低水平。并且，8月二手房

价格止涨转跌，出现今年以来二手房价格的首次下降。

对此，贝壳研究院首席市场分析师许小乐分析表

示，市场降温有三方面原因，首先调控持续加码，越来

越多的城市出台二手房指导价，上海二手房贷款执行

“三价就低”，提高了购房成本，同时，不断收紧的限购、

限售的政策，以及学区房调控的收紧，都在无形中减少

购房资格；其次，信贷逐步收紧，房贷加息、放款慢甚至

银行不接单等城市增多；第三，目前市场处于下行期，

需求端观望情绪加重，这意味着购房人入市更加谨慎。

信贷成最致命的一环
有中介方面相关人士表示，目前的信贷环境比较

不乐观，“银行会紧着新房放贷，二手房在年内被批贷

的可能性不大。”记者此前曾调查走访发现，目前二手

房贷款周期超过三个月，有中介业务人员曾说：“批贷

一个月，放贷3～4个月。”按此时间推算，今年内几乎

没有希望拿到贷款。

而对于新房而言，即便银行更倾向于将贷款余额

用作新房，但仍然面临余额不足的情况，想要年内拿到

贷款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克而瑞监控的30个重点城市中，半数以上城市新

房放贷额度紧张，放款周期较上半年持续拉长，七成以

上城市的房贷利率较上半年均有不同程度上调；二手

房贷款方面，调研的23个城市放款周期基本在3～6

个月，六成以上城市近乎“停贷”。

贷款难拿，利率更是逐步走高。克而瑞数据显示，

2021 年 9 月，全国首套房平均房贷利率 5.46%，较

2020年底上涨23BP，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5.83%，较

2020年底上涨29BP。

信贷之外，另一个调控利器是二手房指导价的出

台，在越来越多城市加入二手房指导价行列的背景下，

深圳和成都甚至陆续出台了房贷参考指导价，这意味

着官方发布的二手房指导价将成为今后贷款发放的重

要参考依据，而上海的“三价就低”政策无疑在市场上

又投下了一枚核弹，这将大大提高购房人的首付比例。

二手房市场或将延续降温局面
在政策持续并且密集的“轰炸”下，二手房降温明

显，上海二手房价格涨幅环比仅上涨0.2%，涨幅比前

期收窄0.5%。

重锤之下，房地产市场似乎正在走向拐点。中原

地产分析师卢文曦表示，在调控不断升级加码的背后，

楼市不断降温，市场情绪也在悄然发生转变。虽然从

下跌城市来看，主要是三、四线城市，但一些二线城市

上涨动力也在减弱，比如杭州只上涨0.2%，涨幅比7月

减少0.3%，合肥、武汉则出现停涨。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表示，预计随着接下

来金九银十传统旺季的到来，房企加大促销力度，以价

换量现象将增加，新房价格涨幅或将继续回落，而二手

房市场在多措并举之下或将延续降温局面。

2021年，可能再无“金九银十”。

自今年7月份住建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持续

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以

来，一场声势浩大的楼市三年整治行动正在全国范围内

展开。

中秋小长假的前一天，江西省住建厅正式对外发布

《江西省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三年行动方案》，

整治范围涵盖房地产交易活动各环节，重点整治2020

年以来信访投诉多、举报反映问题突出的项目和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在此之前，已有云南省、海南省、广东

省、河北省、安徽省、福建省以及淄博市、苏州市、呼和浩

特市等地区，相继发文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从内

容看，房地产开发、房屋买卖、住房租赁以及物业服务是

整治重点。

“这有利于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形成完整监管

闭环。”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表示，

从住建部提出的“力争用三年左右时间，实现房地产

市场秩序明显好转”这一目标来看，预示着此次整治

行动将更具持续性，呈现出更加常态化的特点，配合

今年以来多地为实现“三稳”目标而陆续出台的“升

级版”调控新政，无疑有利于巩固当前楼市调控所取

得的积极效果，并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

康发展。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升温，部分

开发商偷工减料、发布虚假广告，租赁企业克扣租金、

物业收费不透明等市场乱象时有发生。

对此，早在2018年，住建部等七部委就联合发布

通知，决定于2018年7月初至12月底，在北京、上海等

30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

随后，住建部等六部门又于2019年再次开展了整治住

房租赁中介机构乱象工作。

住建部副部长倪虹日前表示，虽然上述工作取得

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但受利益驱使，个别房地产市场主

体仍铤而走险扰乱房地产市场秩序，违法违规行为时

有发生。在此背景下，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目的就

是希望通过三年时间，实现房地产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监管制度不断健全，监管

信息系统基本建立，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逐步形成，

群众信访投诉量显著下降。从政策执行角度来看，目

前部分地区已取得积极成果。 ■据《证券日报》

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整体颓势
2021年可能再无“金九银十”

多地发文规范房地产市场三年整治行动陆续展开

广州新房由涨转跌，深圳二手房连跌4个月，北

京涨幅持续收窄，四个一线城市中，仅有上海新房环

比微涨0.4%，二手房微涨0.2%。已经过去的8月，

楼市传递出一片入秋的萧瑟，甚至越来越多的城市加

入到“下跌”的行列。 ■ 据《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