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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个月300城宅地出让金同比降近三成

哪些房企仍在拿地？

土地市场持续降温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300城1-7
月涉宅用地推出规划建面同比降
31%，成交规划建面同比降33%，推
出楼面均价同比涨7%，成交楼面均
价同比涨10%，土地出让金同比降
27%。从数据来看，供应面积持续
走低、成交面积降幅缩小，但因优质
地块占比较高，成交楼面均价上升，
土地出让金虽仍在下降，但降幅有
所收窄。

房企投资继续向核心城市聚
集，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热度分
化明显。据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
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降幅最
低，为22%；而受成交规划建面降幅
拖累，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
降幅达30%。相比而言，房企在二
线城市拿地占比最高，比如，50家
代表房企2023年1-7月在二线城
市的投资面积占比最高，为61.4%，
一二线城市占比合计近九成。

在克而瑞分析人士看来，当前
投资十分聚焦，一二线城市是企业
布局、补仓、调仓的重点，三四线城
市则显冷清。多数房企上半年拿地
城市不超过15个，华润置地、滨江、
招商蛇口等在一二线城市拿地金额
占比超过90%。

此外，从7月土地市场来看，城
市之间市场分化也在加剧，沈阳、济
南、长春、郑州等城市以底价成交为
主，而部分高能级城市触顶率较
高。不过，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7
月土拍相较于上半年，热度也有所
下降。

在各地土地市场低迷的同时，
房企拿地额也在下降。据中指研究
院统计，1-7月，TOP100企业拿地
总额6946亿元，拿地规模同比下降
13.4%，降幅较上月扩大3.2个百分
点。而在7月，虽然北京、杭州、苏
州多个热点一二线城市继续进行了
集中供地，但50家代表企业7月拿
地总额同比降低32.9%，环比下降
37.7%。

另据克而瑞研究中心统计，截
至7月末，今年新增货值超过百亿
的房企为35家，环比仅增加3家，但
对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9家，投资低
迷可见一斑。

全国找房热度
环比上涨4.1%
《7月国民安居指数报告》发布

58同城、安居客近日发布的2023
年《7月国民安居指数报告》显示，7月，
全国重点监测65个城市中，有32城新
房价格环比上涨。7月全国新房找房热
度环比上涨4.1%，其中，一线城市新房
找房热度环比上涨7.5%，高于全国均
值，购房者信心指数环比上涨1.8%。

新房市场：
购房者信心指数环比上涨1.8%

《报告》显示，7月全国重点监测的
65城新房线上均价为17727元/㎡，环
比微跌0.04%，其中有32城新房线上均
价环比上涨。

58安居客研究院统计显示，7月，全
国65个重点城市整体新房找房热度环
比上涨4.1%。一线城市新房找房热度
环比上涨7.5%，高于全国均值。其中北
京找房热度环比涨幅为7.5%，上海为
7.7%，广州为8.1%，深圳为8.4%；二线
城市新房找房热度环比上涨3.7%；三四
线城市新房找房热度环比上涨2.9%。

近日，多部门明确向市场释放出政
策会加快落地出台的信号。58安居客
研究院院长张波对记者分析表示，7月
全国找房热度涨幅明显，主要因为近期
加大政策出台力度的确定性增强。房地
产市场供求格局变化也被充分关注，政
策的出台将对市场下一步走向产生重大
影响。

同时，一线城市7月新房找房热度
上涨7.5%颇值得关注。张波表示，一线
城市政策关注度更高，此前一线城市楼
市放松的关键性政策始终未出台，下半
年市场政策出台的概率进一步加大，尤
其是限购放松以及“认房不认贷”相关政
策落地，目前一线城市的市场底部已基
本确立，一旦政策出台，市场升温的可能
性会明显提升。

二手房市场：
深圳新增挂牌房源量环比上涨
10.6%

《报告》显示，7月全国65个主要城
市二手房挂牌均价为16375元/㎡，环比
下跌0.58%，65城中有10城二手房挂牌
房价环比上涨。

58安居客研究院统计显示，7月全
国新增二手房挂牌房源量环比下跌
3.1%，一线城市中，深圳环比上涨
10.6%，其他城市呈现不同程度下跌，其
中北京环比下跌12.7%、上海环比下跌
1.2%、广州环比下跌11.5%。

58同城、安居客通过统计微聊问答
数据发现，大连、烟台、贵阳、南宁、呼和
浩特和昆明等城市购房者与经纪人的沟
通增多；哈尔滨、兰州、沈阳、大连、福州
和惠州等城市经纪人回答购房者问题增
多。

近期，房地产利好信号不断释放，市
场会出现哪些反应？张波告诉记者，政
策力度和看房热度将呈现正相关，即政
策放松的力度越大，看房热度上涨幅度
就越明显，房价表现也会更稳定。从当
下政策的推进来看，“认房不认贷”的全
面落地更值得关注，“认房不认贷”不但
坚持了房住不炒，更是支持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的直接表现，让真正自住买
房需求得到政策支撑。（中国消费者报）

今年以来，尽管部分核心城市土拍市场热度较高，但全国土拍市场总体热度仍
较低迷。不仅300城1-7月涉宅用地成交金额同比下降27%，而且百强房企的拿
地总额也同比下降13.4%。与此同时，房企将一二线城市作为布局、补仓、调仓的
重点，三四线城市则显冷清，加剧土地市场分化。

业内人士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土地成交规模仍将低位运行，而在房企拿地格
局上，依旧是央企国企占主导，民企保持弱复苏态势。

今年以来除拿地企业格局变
化外，当前房企投资逻辑明显趋
同，核心一二线城市优质地块被
多家房企“争抢”现象时有发生，
全国土地市场“局部升温”特征越
发明显。

在中指研究院土地市场分析
师周巍看来，今年市场“小阳春”
结束后，3-7月新房成交规模环比
持续回落，直接影响房企拿地信
心，土拍热度连月下降。当前弱
能级的城市、板块土地出让难度
较大，企业拍地意愿不足，需通过
提供基建项目配合卖地。但同时
弱能级城市地方债压力大，基建
投资乏力。北京、上海受房地产
市场降温以及地块优质程度下降
等影响，7月的土拍相较于第一批
次地块也有所回落。

克而瑞分析人士也认为，头部
房企拿地放缓。1-7月，仍有近六

成百强房企尚未拿地，市场不断走
弱之下房企投资依然谨慎。从7月
单月拿地来看，头部房企拿地较上
半 年 大 幅 放 缓 ，全 口 径 销 售
TOP10拿地金额除保利外，其余
企业单月拿地均不足百亿。一方
面是受到集中供地城市土拍节奏
影响，另一方面，上半年头部房企
在核心城市拿地相对充裕，市场走
弱下，整体投资回归理性和谨慎。

对于未来土地市场走势，克
而瑞分析人士预计，随着上半年
核心城市优质地块的补充，若三
季度销售无明显企稳回升，房企
拿地大概率保持理性和谨慎，聚
焦一二线城市的同时，更加关注
性价比高的优质地块。拿地格局
上，短期不会有明显变化，依旧是
央企国企占主导、民企保持弱复
苏态势，而土地成交规模仍将低
位运行。 （新京报）

当前，央企国企仍是拿地主
力，重点城市拿地金额TOP10房
企中有半数以上为央企国企，这
与稳健型国企央企的资金状况相
对较好有直接关系。比如，华润
置地、保利发展等全国性龙头企
业仍在多个重点城市广泛布局，
在土地市场的参与度较高。

从中指研究院发布的1-7月
新增货值来看，华润置地、保利发
展、建发房产占据榜单前三位。华
润置地以累计新增货值1124亿元
占据榜单第一；保利发展、建发房
产紧随其后，累计新增货值规模分
别为994亿元和845亿元。此外，
位列前十的房企还包括万科、绿城
中国、招商蛇口、中海地产、中国铁
建、越秀地产、滨江集团。

据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
刘水介绍，1-7月央企国企拿地金
额仍占主导地位，拿地金额占比
超50%，同时受长三角地区民企
表现活跃的影响，民企拿地金额
占比提升至27%，地方国资拿地
金额占比降至9%。

目前，北京、上海、厦门、南

京、苏州仍然是央企国企拿地的
主力城市。而在杭州、合肥、宁波
等城市，民企拿地金额占比有所
增加，例如杭州民企拿地金额占
比超过六成，6月9日出让的5宗
地中4宗被民企摘取，7月18日出
让的6宗涉宅地块中有4宗被民
企摘取；成都拿地的民营企业更
多是当地企业，如诚一投资、四川
邦泰置业、嘉禾兴等。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拿地积
极性较上一年增长明显。但是，
城投托底拿地力度减少。在22个
城市成交的住宅用地中，截至7月
底，地方国资企业拿地金额比上
年大幅降低。这在南京、福州、济
南、武汉等城市表现较为显著，地
方国企“退潮”趋势逐渐显现。

值得关注的是，从拿地企业
经营范围来看，今年家居建材企
业以及文旅、化工、服饰等实业企
业也开始在土地市场发力。比如
物业管理、建筑工程、装修、零售
等。此外，一些多元化实业企业
此前地产业务体量较小，但拿地
势头有所增强。

地方城投“托底”力度减弱

业内：土地成交规模仍将低位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