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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恒隆府

6 月 16日，国家统计局
公布最新数据，2025年 5月
份，70个大中城市中，各线城
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
降，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尽管5月份房价出现短
暂波动，但市场“止跌回稳”的
核心趋势未发生改变。在政
策环境逐步改善的背景下，

“稳楼市”还需继续努力。下
一阶段，各地要积极主动适应
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
大变化的现实，稳中求进，持
续夯实三大动力，支撑市场走
出平稳曲线。

第一，利好政策接续有
力，激活需求。在房地产新旧
模式转换之际，各地“稳楼市”
政策频出，方向愈加明确，配
套措施支持力度更大，持续精
准激活购房需求。

一方面，聚焦降低购房门
槛发力。5月份以来，各地通
过优化公积金政策、发放多孩
家庭改善性购房补贴、全面放
开限购等多种手段促进交
易。另一方面，有序搭建基础
制度。结合各地当前实施新
政的内容来看，既有对短期政
策的统筹安排，也强调搭建长
期基础制度。在销售端，部分
城市落地现房销售制，后续库
存规模较大城市有望跟进。
在土地供给端，多城加快推动
优质地块入市，提升投资活跃
度，去化较慢城市则减缓乃至
暂停土地供应。供需双向发
力，助力新旧模式渐进式过
渡。

第二，“好房子”建设全面
提速，稳定预期。多地推进

“好房子”工程以来，“好房子”

项目已普遍成为置业者购房
首选。5月1日，国家标准《住
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购房
者对“好房子”信心更足，极大
地稳定了市场预期。

6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强调，要扎实有力推
进“好房子”建设，纳入城市更
新机制加强工作统筹，在规
划、土地、财政、金融等方面予
以政策支持。

“好房子”以住宅品质为
切入点，可提升城市品质，比
如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
设、市政设施修缮更替以及公
共配套补短板等；拉动新增投
资和消费，比如推动产城融
合、住宅销售、家装改造等多
方面消费。

第三，“盘存量”“优增量”
有序落实，打通梗阻。厘清不
同区域房地产市场特征与问
题，是“稳楼市”、化解风险的
关键点。这意味着要对全国
房地产已供土地和在建项目
进行摸底，更精准地盘活存
量，保证交付，同时优化增量
供应，更为顺畅地加快风险出
清。此前，处置存量商品房、
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等
工作已有序推进。接下来，各
地要评估相关政策落地效果、
疏通交易链条的堵点，进一步
优化现有政策，提升政策实施
的系统性、有效性。

总体而言，“稳楼市”是系
统工程，要有耐心，更需不断
努力，既要有统筹规划，也要
各方聚力来巩固市场企稳向
好的态势，促进房地产行业平
稳健康发展。

（证券日报）

三大动力支持楼市走出平稳曲线

“房东说，超过65岁、有
重大疾病史的租客都直接拒
绝”“即使老年人住进来了，后
续 租 金 涨 幅 也 可 能 高 达
20％”，近日，有媒体报道，随
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
年人的居住需求与市场供给
的矛盾开始凸显，不少老人在
租房时遭遇隐性歧视。

老年人“租房难”现象存
在已久。一方面，不少房屋缺
少适老化设计，导致市面上真
正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房源相
对较少；另一方面，不少房东
和中介出于风险考虑也对将
房屋租给老年人心存顾虑。
而由于社会老龄化不断加速，
这样的供需矛盾，便进一步凸
显出来。

从现实来看，上述原因其
实都容易理解。老年租户群
体在过去占比的确比较低，房
屋租赁市场自然缺乏对房屋
进行适老化改造的动力。而
老年租户由于各方面的现实
因素，也的确容易增加房东和
中介的风险。因此，在趋利避
害之下，租房市场的“年龄歧
视”就成为一种难以纠偏的

“潜规则”。
但是，在持续加速的老

龄化进程中，如何化解老年
人“租房难”的困局，显然需
要正视。这事关老年人的权
益，同时也关系到房屋租赁
市场的长远发展。数据显
示，截至2024年年底，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3.1 亿，占总人口的22%，即
不到5个人中就有一位老年
人。可以预见，随着老龄化
程度继续加深，未来老年人
群在租房市场中的比重势必
会进一步提升。这意味着，
若能化解老年人租房难的痛
点，不仅有助于更好满足老
年人的住房需求，也将为房
屋租赁市场打开新的空间。

对于种种问题的解法思

路，可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
比如，针对房东和中介对于老
年租户安全风险的顾虑，可以
通过完善房屋出租险、出租责
任险等保险机制来进行有效
规避。同时，在相关合同中，
进一步明晰好各方的权责关
系，避免责任分担上的模糊空
间。但目前来看，这方面仍离
不开保险企业的服务创新、租
赁行业的积极应对和监管部
门的针对性引导。

另外，在开辟更多符合老
年人群体需求的房源方面，参
照国际经验，也有不少工作可
以做。有专家就建议，国家应
引导社会力量建立专门服务
老年群体的房屋租赁平台，让
老年人能轻松查询到适合的
房源，引导出租人提供适老房
屋。同时，政府的保障性住房
项目也应逐步增大老年友好
型住房的比例，从新房规划设
计上开始“适老”。

实际上，关于房屋的适
老化改造，近年来已经在加
快推进之中，相关政策也在
不断完善。如去年底出台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中就明确提出，加快适老住
宅建设，推进家庭适老化改
造，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不
过，针对租赁房屋的适老化
改造的激励机制，以及相关
改造标准，或仍需要进一步
的配套政策的完善。

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逆转
的趋势，且是真正的“牵一发
而动全身”，对社会的影响属
于系统性的，这意味着不少领
域和行业都需要针对这一发
展趋势进行相应的调适。其
中有挑战，但应对挑战的同
时，也意味着可以挖掘新的机
遇。破解老年人租房难题，就
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

（光明网）

老年人租房难，是痛点也是机遇

项目以通透的玻璃幕墙与质感十足的铝板为设计语言，以独特的美学表达，打
造城市建筑美学的新标杆。玻璃幕墙和铝板精妙结合、相互映衬，共同擘画起一座
天幕艺术坐标，让建筑宛如镶嵌在城市天际线上的璀璨艺术品。

假如建筑会说话

经开区的奥体潮鸣项目创新采用曲线设计，打
造独特建筑立面。该项目首创的“WAVE人居体
系”汲取了扎哈曲线灵感，通过灵动的竖向线条模拟
太湖波浪形态，并结合几何解构手法，形成独特的波
动造型外立面。

“弧形玻璃的工艺难度较高，每块玻璃均需要定
制化生产，成本超普通幕墙数倍。”奥体潮鸣高层精
装设计主创杨意表示，项目采用大面积落地玻璃窗，
将开阔的自然景观充分引入室内，契合当代审美趋
势。

无锡其他高品质住宅项目同样注重美学表达。
中信泰富·玖映蠡湖项目外立面设计灵感源于蠡园
及非遗苏绣的色彩元素，将大面积铝板、玻璃、金属
线条和装饰格栅进行组合，营造出丰富的视觉层次
感。阳台部分的三层暖色金属边框设计进一步强化
了建筑的立体效果。

绿城·逸庐项目则选用了印度宝蓝石材、白玉岩
板装饰屏面等稀缺材质，通过精细切割与拼嵌工艺，
并结合山花、挂落、悬鱼等蕴含传统意韵的建筑部
件，打造出整体协调的建筑外观。项目同时运用三
种色调的铝板，打造具有鎏金质感的线条，与社区景
观园林形成呼应效果。

美学设计驱动立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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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锡山区住宅项目和居·天
元珑廷示范区正式公开，其融合宋
式元素与现代材质的外立面成为一
大亮点。近日，记者通过实地走访
多个项目了解到，目前无锡高品质
住宅的建筑外立面，正逐渐从材料
堆砌跃升为融合美学、文化的系统
性工程。美观卓越、绿色耐用的外
立面，正在成为定义无锡高品质住
宅产品力的核心维度。

除此之外，无锡还有一批高品质住宅项目正深
入挖掘地域文化基因，以此打造独具魅力的建筑风
韵。

晋和府外立面设计巧妙融合了北方晋文化的雄
浑风骨与江南水乡文化的灵秀韵味。项目在入口大
门及售楼处建筑外观上，精心融入了承载美好寓意
的传统祥瑞纹饰元素。建筑主体则通过铝板、石材、
真石漆等材质的组合搭配，辅以通透的玻璃栏板和
锌钢栏杆，在材质肌理上寻求厚重与轻盈的平衡。
坐落于伯渎河畔的晋和府，凭借其汲取文化精髓塑
造的独特风貌，成为城市建筑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家住新吴区的市民林女士多次考察晋和府项目
后，向记者表示：“项目外立面给购房者的第一印象
非常直观，富有文化特色的设计总是更能打动人。
晋和府在融合不同地域文化上的巧思确实是项目的
一大加分项。”

建发·玺云则运用多重现代材料和工艺，重新诠
释新中式美学：建筑顶部轻盈的展翼飞檐，斜切
45°的金色铝板勾勒出精致线条，配合超广角“全
面屏”玻璃窗，共同塑造简约而富有灵动气韵的现代
东方建筑形象。玺云南区作为“第四代住宅”，其错
层的露台设计将垂直绿化系统融入建筑立面，不仅
提升了生态效益，更在都市环境中营造出“建筑生长
于自然”的盎然生机。

文化基因打造独特风韵

在区域配套趋同、户型创新瓶颈凸显的
背景下，房企纷纷将建筑立面打造为兼具产
品溢价力与城市文化符号的双重载体。无
锡高品质住宅的外立面革新，已从单一的产
品竞争升维至城市美学重塑的协同发展。

锡山区的和居·天元珑廷项目在叠墅顶
部创新融入宋式官帽元素，银白与香槟金色
铝板交织，基座辅以米白色石材，不仅以现代
材质重构传统形制，更通过精密金属构件拼
嵌工艺，将历史文脉转化为当代视觉语言。

经开区的中信泰富玖著项目在交付前
将小高层北外立面由原来的真石漆升级为
铝板一体板，凸显市场对品质的敏锐感知；
梁溪区的隐山位于惠山古镇文商旅综合开
发核心区，以“山水+文化+城芯+宅院”四维
共生模式，成为城市更新中难以复制的文化
地标。

业内相关人士表示，未来，随着“四好”
房子建设的推进，外立面作为“品质宣言”与

“文化名片”双重角色，或将持续推动产品力
与城市魅力共生共赢。

（叶肖瑶）

产品价值与城市更新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