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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5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2022 年 4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

况，其中，合肥新房、二手房价格均下

降，无论与 3月相比，还是与去年同期

相比，房价均呈现下跌趋势。与 2022

年 3月比，合肥新房、二手房分别下降

0.1%和0.8%，二手房降幅更大；与去年

同期相比，合肥新房、二手房分别下降

0.5%和1.8%。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1～4月份，合

肥新房、二手房价格，连续 4 个月“双

降”，其中，自2021年 9月开始，合肥二

手房价格已经连续下降8个月。

在新建商品住宅方面，与2022年3

月相比，合肥房价环比下降0.1%，与去

年同期相比，合肥房价同比下降0.5%。

分户型看，只有90平米及以下环比上涨

0.4%，90～144平米环比下降0.3%，144

平米及以上环比下降0.1%。

在二手住宅方面，与2022年3月相

比，合肥房价环比下降0.8%，与去年同

期相比，合肥房价同比下降1.8%。分户

型看，90 平米及以下、90～144 平米、

144 平米及以上房价均呈现下跌的趋

势，分别环比下降0.3%、1.1%、1.4%

我省纳入统计的还有蚌埠和安庆两

座城市，蚌埠和安庆新房价格比2022年3

月分别下降1.2%和0.5%，比去年同期分

别下降0.7%和2.3%。蚌埠和安庆二手房

价格比 2022 年 3 月分别下降 0.2%和

0.3%，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0.6%和5.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绳国

庆解读，2022年 4月份，70个大中城市

中，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下降城市个数增

加，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

比总体呈降势、同比继续走低。

从环比来看，4月份，70个大中城市

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下降城市分别有47个和50个，比上

月分别增加9个和5个，一线城市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略涨，二三线城市环比

下降。从同比来看，4月份，70个大中城

市中，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

格同比下降城市分别有39个和56个，比

上月分别增加10个和9个，一二三线城

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回落或降

幅扩大。

近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

布《关于调整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对于贷款

购买普通自住房的居民家庭，首套

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

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减20个基点，二套住

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策

下限按现行规定执行。

记者了解到，此次政策调整主

要针对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仍按原合同执行。

据悉，政策调整后，全国层面

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下限，按4月20日发布的5年期

以上LPR计算为4.4%，如所在城

市政策下限和银行具体执行利率

跟随全国政策同步下调，居民家庭

申请贷款购买首套普通自住房时，

利息支出会有所减少。

我国房地产市场区域特征明

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

确定遵循因城施策原则，并采用全

国、城市、银行三层的定价机制。

不过，在实践中，多数城市直接采

用了全国政策下限，没有额外再做

加点要求。

此次全国政策下限调整后，各

地政策是否会同步调整？

其实，3月份以来，由于市场

需求减弱，房贷利率已经历过一波

调整，且主要是发生在银行层面。

此次通知明确提出，在全国统一的

贷款利率下限基础上，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各派出机构按照“因城施

策”的原则，指导各省级市场利率

定价自律机制，根据辖区内各城市

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及城市政府

调控要求，自主确定辖区内各城市

首套和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加点下限。

专家认为，在城市贷款利率下

限基础上，下一步银行业金融机构

将结合自身经营情况、客户风险状

况和信贷条件等因素，合理确定每

笔贷款的具体加点数值。

■ 据《中华工商时报》

多地发布楼市调控政策
4月以来，多地发布楼市调控政策。其中有郑

州、兰州、福州、长沙、南京、苏州等大中城市，也包含

诸多三四线城市。其调控举措主要以支持刚性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为着力点，提振住房消费。

——降低购房首付比例。当前，购房者因购房门

槛、自身收入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大多处于观望状

态。多地降低首付比例，降低置业门槛。贵州贵阳、

江苏连云港、河北廊坊等地近期发布通知，实行购买

首套房首付比例20%的政策。江苏徐州近日发文，鼓

励金融机构对无房无贷的首次购房及有房无贷的二

套住房降低首付比例。

——加大公积金购房支持力度。据诸葛找房数

据研究中心统计，今年已有超过30个城市调整公积

金政策。四川泸州、江苏扬州、盐城等城市发布政策，

将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提升至60万元，河南

南阳等城市则提高到80万元。江苏镇江、宁夏银川

等城市还降低了再度使用公积金贷款的改善性购房

群体的首付比例。

——下调房贷利率。央行和银保监会调低了首

套房利率下限，进一步降低置业成本。值得注意的

是，多地调整了首套房贷利率的认定标准，采取了“认

贷不认房”的政策，即对于已结清贷款的家庭，再次申

请房贷认定为首套房。江苏徐州、连云港等多地还发

文鼓励银行加大二手房交易贷款支持力度、缩短审批

放贷周期等。

——降税费，发放购房补贴。部分地方对增值

税、契税等税费进行优惠，有些地方政府直接发放购

房补贴，以提振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此外，有些

地方还调整限购范围、缩短限售期限等。

支持合理住房需求
4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支持各地从

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

房需求，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今年以来，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虽总体平稳，但

受疫情反弹、个别头部房企债务违约风险暴露、个人

收入预期下降等因素影响，房地产市场预期转弱，商品

住宅销售下行压力有所增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

至4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39768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20.9%；商品房销售额37789亿元，下降29.5%。

相关专家认为，从房价同比变动情况来看，房价下跌的

城市数量有增加的趋势，购房者信心尚待恢复。

易居企业集团CEO丁祖昱表示，当前市场成交

量仍处于低谷，各地需要因城施策，在调控的精准性

上下功夫。新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表明，4月住户贷

款减少2170亿元。其中，住房贷款减少605亿元。

一家品牌房企营销负责人分析认为，多地从降首付、

降利率、扩大公积金使用范围等措施入手，有利于满

足刚需和改善性购房者的真实、合理购房需求。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琳认为，各地在守

好风险底线的同时，对之前的收缩性调控政策进行适

度调整，以更好地支持首套刚性购房需求和合理改善

性需求，鼓励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进行住房消费。

坚持“房住不炒”，促进楼市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是社

会共识。这个定位没有动摇，力度没有放松。各地因

城施策不能脱离这个定位和方向，关键是要继续实施

好房地产长效机制，增强精准性协调性。记者调查发

现，除了购房成本不低、贷款周期较长等原因之外，购

房者短期内不愿出手的原因还在于对楼盘烂尾风险

的担忧。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楼市僵局的“破局点”在

于激发潜在需求，从而盘活存量房源，激活房地产资

产的流动性，确保政策能及时落地。“有活水了，客户就

会逐渐回来。”北京链家一家门店负责人说，随着房地

产市场信贷环境的进一步改善，购房者信心有所提振。

相关业内人士建议，监管部门应对房地产企业实

施分类管控，因企施策，对可实现良性循环和健康发

展的房企，给予必要的纾困保护；对管理不善、盲目扩

张的高杠杆、高负债、易引发社会风险的企业从严监

管，防止项目出现“烂尾”，最大限度维护购房者的合

法权益。 ■ 据新华社

诸多城市调整楼市政策，
房地产市场走势如何看？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日前发布通知，调整差

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今年以来，降首付、降税费、调整

限购范围、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全国已有诸多城

市调整楼市调控政策，着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合肥新房、二手房价格
连续4个月“双降”

首套房房贷利率最低可降至4.4％
金融机构将合理确定每笔贷款具体加点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