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统计局网站18日
发布1-9月份全国房地产
市场基本情况。

一、房地产开发投资完
成情况

1-9月份，全国房地产
开发投资87269亿元，同比
下降 9.1% (按可比口径计
算)；其中，住宅投资66279
亿元，下降8.4%。

1-9月份，房地产开发
企业房屋施工面积815688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1%。
其中，住宅施工面积574250
万平方米，下降7.4%。房屋
新开工面积72123万平方
米，下降23.4%。其中，住宅
新开工面积52512万平方
米，下降23.9%。房屋竣工
面积48705万平方米，增长
19.8%。其中，住宅竣工面
积 35319 万平方米，增长
20.1%。

二、商品房销售和待售
情况

1-9月份，商品房销售
面积84806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7.5%，其中住宅销售面
积下降6.3%。商品房销售
额89070亿元，下降4.6%，
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3.2%。

9月末，商品房待售面
积64537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18.3%。其中，住宅待售
面积增长19.7%。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到
位资金情况

1-9月份，房地产开发
企业到位资金98067亿元，
同比下降13.5%。其中，国
内贷款 12100 亿元，下降
11.1%；利用外资36亿元，
下 降 40.0% ；自 筹 资 金
31252亿元，下降21.8%；定
金及预收款33631亿元，下
降 9.6%；个人按揭贷款
17028亿元，下降6.9%。

四、房地产开发景气指
数

9月份，房地产开发景
气指数(简称“国房景气指
数”)为93.44。（中国新闻网）

钱从哪来？这是城中村改造的重
要课题。7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文件曾表态，强调“多渠道筹措改
造资金”“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参与”。

此次，新华社报道指出，坚持多渠
道筹措改造资金，既可以由城市政府
筹措资金，也可以引入社会资金，银行
业金融机构将给予政策性和商业性贷
款支持。城市政府对城中村改造负主
体责任，统筹市域内改造资金安排，做
到改造资金市域内综合平衡、动态平
衡；对于整治提升类的城中村改造项
目，将建立政府与村民、社会力量改造
资金共担机制。

李宇嘉说，这里面提到了“统筹”

“平衡”。城中村是碎片化城市规划
的结果，如果能将城中村与周边其他
国有土地整合起来改造，就能够将碎
片化的土地整合起来，从而实现土地
价值最大化，还能够以肥补瘦，以丰
补歉，实现资金平衡。而在资金方面
提出城市政府负主责，主要目的就是
希望政府能够在区域统筹、成片改造
方面能够攻坚克难，做统一的部署和
实施落地。

在资金来源的进展方面，今年9
月份央行季度例会上曾强调，加大对

“城中村改造”和“保障性住房建设”
的金融支持。同月，有媒体报道称，
银行融资方面也有支持措施，即设立

城中村改造专项借款。此外，在政府
层面，符合条件的城中村改造项目纳
入专项债支持范围。

与上轮“棚改”资金主要来自政
策性金融支持有明显不同的是，超大
特大城市的城中村改造，社会资本被
提到重要位置。

机构研报称，结合当前广东、上
海推动的城中村改造情况以及政策
层表态，预计本轮“城中村改造”的
资金来源中，社会资本是重要主体，
地方财政资金发挥杠杆作用。同
时，地方专项债、政策性金融机构信
贷放量均是未来可能的政策空间。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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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改造迎来新进展城中村改造迎来新进展
据新华社报道，超大特大城市正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

造，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中村改造信息系统投入运行两个月以
来，已入库城中村改造项目162个。此外，该报道还涉及城中
村改造的资金来源以及产业型城中村如何改等内容。

镜鉴咨询创始人张宏伟表示，这说明特大城市的城中村改
造政策已经开始落地，并且已有首批项目开始执行，这意味着
后续符合特大城市标准的城市，将按照各自城市旧改特点，逐
渐拉开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框架。

自今年7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
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城中村
改造大幕拉开。

此后，一系列关于城中村改造的
部署展开。7月28日，超大特大城市
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部署电
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

9月5日，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在
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
造的工作部署，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
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工作的通
知》，在北京等43个城市开展，创新举措
涉及收储机制、征收补偿办法激励政
策、容积率奖励等。

如今距离大幕拉开两个月有余，城
中村改造进展如何？据新华社从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的消息，自7月份
会议后，各地正按照部署，扎实开展配
套政策制定、摸清城中村底数、编制改
造项目方案等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城中村改造信息系统投入运行两个月
以来，已入库城中村改造项目162个。

城中村改造以什么方式推进？据
悉，超大特大城市推进城中村改造，分
三类推进实施，一类是符合条件的实施
拆除新建，另一类是开展经常性整治提
升，第三类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实施拆整
结合。

对此，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
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分析，这意
味着不再是过去大拆大建的模式，资
金可以平衡的、改造意愿强烈的、安全
消防隐患比较大的、产权基础清晰的，
可以实施拆除重建。不具备这些条件
的，就要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常
态化地推进整治提升，或者做局部拆
迁，为公共服务补短板提供空间。大
部分城中村短期内不具备拆除重建的
条件，将会通过另外两种模式，在守住
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尽量保留低成本、
区位优、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的优势，实
现可居住。

李宇嘉进一步表示，这也意味着新
一轮城中村改造和“棚改”是完全不一
样的。它不是房地产的又一次大规模

供给或盛宴，而是解决我国城市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让城市的公共服务
充分覆盖城中村，让村民和新市民年轻
人彻底融入城市，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
务，实现城镇化、公共服务住房和产业
的均衡发展。一些优质的城中村还是
会保留下来，按照文明城市标准，补上
公共服务短板，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新华社报道也提到，超大特
大城市推进城中村改造，将坚持先谋后
动，先行做好征求村民意愿、产业搬迁、
人员妥善安置、历史文化风貌保护、落
实征收补偿安置资金等前期工作，确保
不动则已，动则必快、动则必成。

李宇嘉说，这是新时期城中村改
造的关键策略，要把改造的一些前期
工作做到位了、成熟了，推进城中村改
造的阻力就会少一点，周期就会缩短，
不确定性就会减少，成本自然也就会
降低。这也是总结过去城中村改造的
教训而来的，目前的一些烂尾或者卡
顿的项目，很多都是因为前期工作没
有做好。

城中村如何改？在涉及产业聚集
的城中村改造方面，新华社报道指出，
将做好产业搬迁和转型升级，在摸清
城中村产业状况的基础上，城市政府
将安排好产业转移承接园区，发挥龙
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先行有序疏解
集聚产业。

李宇嘉说，除了一些有安全隐患、
淘汰落后产业的城中村外，其他的城
中村产业应该以保留和就地升级为
主。不仅因为城中村的产业能够解决
就业，更重要的是城中村是吸纳就业
的“海绵垫”和缓冲器。在当前就业比
较严峻的情况下，城中村以其灵活性、
可变性、低成本，较好地解决了外来人
口和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此外，城中村改造将与保障性住房
建设相结合，各地城中村改造土地除安

置房外的住宅用地及其建筑规模，原则
上应当按一定比例建设保障性住房。

“实现规模化的统一改造、统一租
赁，对于解决外来人口、新市民等的居
住问题创造了条件，助力解决超大特大
城市‘住房难’问题。”诸葛数据研究中
心高级分析师陈霄说。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
城中村改造中的房地产结构变化是非
常关键的一条。过去的组合是“商品
房+安置房”，而现在可能会增加保障
性住房，这里或包括共有产权住房和
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应该说，这使得
城中村改造工作具有较大创新性，也
更好地把年轻人等资源导入，有助于
城中村改造焕然一新。

李宇嘉表示，城中村改造与保障
性住房相结合，是这一轮改造的亮

点。其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改造出
来的地块，要留足保障性住房建设的
空间；二是村民安置房，满足村民多于
出租屋经营模式的惯性需求，多安置
一些空闲的中小户型住房，统租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三是留存下来的城
中村存量住房，经过品质提升后吸引
长租公寓企业来运营。

“总体来看，城中村改造是实现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但是，过
去城中村改造以拆除重建为主，是靠
房地产来买单的，模式比较简单。现
在新一轮城中村改造，资金平衡是关
键，需要统筹各方，要在规划、用地、法
律方面做政策和制度创新，还需要动
员各方力量，比如基层部门，特别是要
激发村民‘我要改’而不是‘要我改’的
动力。”李宇嘉说。

城中村改造信息系统运行两个月，入库项目16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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