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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时，签订购房合同非常重
要。合同具有法律效应，一旦发生买
房纠纷需要维权，购房合同就是维权
的法律依据。很多时候购房者在买
房时，由于不懂法律且缺乏买房经
验，非常容易吃亏，造成自己维权困
难的局面。所以，在签订购房合同的
时候，一定要考虑周到，考虑全面。

第一：签订合同前必须认真核实
房主的身份，防止假房主骗卖或者一
房多卖的情况出现。因此，购置二手
房必须确保签约主体是合法房主，有
权进行房屋的买卖。

第二：合同上明确标明房屋基本
情况和付款时间。对买主来说，合同

中必须注明房屋基本信息，包括地
址，门牌号，面积和户型。这些信息
须按产权证上注明的为准。尤其是
建筑面积，一定要看清，包括在售房
屋提供的房屋产权证是否真实；房产
面积多大；该房产用途是办公还是居
住，或是其他，这些都需注明。

第三：合同必须明确各种费用的
交接时间和方式。二手房因为是处
于使用中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费
用，比如说水电，煤气，还有物业，暖
气，有线电视等，这些费用有些是预
付费的，有些是年终结算的，这些费
用如何交接，什么时候交接都必须有
个明确的规定，省得购房后才发现问

题而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第四：写明违约责任和合理利用

补充条款。
房屋买卖手续办理和房屋过户

期间因为各种原因双方都存在违约
的变数，不少人购房时基本就只注意
房款，过户等问题，而忽略了违约的
可能性，因此购房合同必须要写清楚
各种违约的负责主体，违约的赔偿具
体数目等，这样才能有效约束违约行
为。所以必须在正规的中介公司签
署正式的购房合同，合同中对违约情
况有所陈述。另外在履行合同的过
程中，可能还有一些问题一时无法确
定，这些可以在后来确定时增加附加
条款，写清楚具体情况以及双方约
定，这样可以避免后期的一些麻烦。

第五：购房者要对即将进行交易
的房产进行必要的了解。该房产有
没有被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
定、决定查封或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
产权利；该房产是否已设定抵押。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
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
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
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
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
人的，转让行为无效。在这里，如果

该房产已设定抵押，那么抵押方即为
售房者，抵押权人就是售房者将该房
产抵押的第三方即某人、某公司或某
银行；受让人就是购房者。这个规定
的意思也就是售房者已将该房产抵
押给第三方，在转让该房产时，并未
通知第三方或未告知购房者此房已
设定抵押，那么转让行为无效。只有
在抵押登记注销或抵押权人同意的
情况下，此房产方可进行买卖。

第六：购买二手房，房子的现状须
在合同上加以注明。房屋应是现状销
售，以看房的情况为准，合同上必须写
清该房屋的装修及配套设施有哪些，
包括水电、煤气、暖气、有线电视等基
本设施。大多数购房者都是在房屋使
用中的时候去看的房，在这过程中误
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房子的现状，包
括屋内的家电家具，合同中双方必须
约定好是否留存家具家电，必须有所
注明。以免引起纠纷。

二手房购房，因为房源相对来说
比较单一，所以必须针对房屋本身的
特点进行合同撰写，尽量将买卖双方
需要保护的权益都写入合同，这样才
能比较可靠的保障购房的利益，减少
买卖过程中的变数和麻烦。

（华龙网综合）

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判断
当下经济形势和定调第二年宏观经
济政策最权威的风向标。关于房地
产市场的定调，将成为下一年房地产
市场发展的重要指向。

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召开。在关于持续有效防范
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方面，会议强调，
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
金融机构等风险，严厉打击非法金融
活动，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
底线。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
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
的合理融资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
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完善
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
展新模式。统筹好地方债务风险化
解和稳定发展，经济大省要真正挑起
大梁，为稳定全国经济作出更大贡
献。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
关荣雪认为，从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来看，明年房地产市场导向信号明
显，呈现出三大主线：防范化解风险、
加快推进“三大工程”建设、加快构建
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关荣雪从五方面进行了具体解
读。她认为，首先，自2016年国家定
调地产行业“房住不炒”基调以来，这
一词汇在各大会议中被频频提及，本
次中央经济会议虽然未提及“房住不
炒”，但并不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总
基调发生改变，其依旧是国家及地方
因城施策的底线。当前房地产市场
整体信心仍处于缓慢修复的阶段，住
房消费需求释放力偏弱，预计2024
年楼市政策将延续宽松基调。

“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仍是

重点工作，民营房企融资改善迎拐
点。”关荣雪认为，此次会议关于房地
产的表述集中在“持续有效防范化解
重点领域风险”的总体目标中，意味
着防风险仍将成为 2024年重要工
作。其次，本次针对风险防范化解强
调了“统筹化解”的概念，房地产风险
不仅仅是单一领域的问题，也将会牵
连金融、地方财政等多链条风险，因
此对于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防范化
解需要采取更加系统化、全面性手
段。

第三，近两年房地产领域风险较
此前明显增多，交付风险、房企暴雷
等导致市场信心产生波动，“保主体”
仍然重要，继央行等三部门联合发声
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
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后，本次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也作出了同样表述，再次向
市场释放了较为强烈的利好信号，

“一视同仁”意味着民营房企的融资
支持通道将扩大，有利于改善房地产
行业预期。

“三大工程”在今年中央政治局
会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等多项重要
会议中被多次提及，本次中央经济工
作会亦提出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
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意味着

“三大工程”也将是2024年房地产市
场的重要工作方向之一。

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优化
住房供应结构，将有效解决外来人
口、新青年等群体住房难、住房贵等
问题;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将解决居民对居住安全、便利
等住房配套设施的需求;城中村改造
是改善民生、提升居住品质、改善城
市面貌的重要一步。因此，“三大工
程”既是市场发展需求催生的产物，

也是加快建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
重要突破点。

最后，此次会议还强调要“完善
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
展新模式”。相较2022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提出的“推动房地产业向新
发展模式平稳过渡”，今年的表述更
进一步，表明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的迫切性有所提升。同时，“完善相
关基础性制度”似乎也为构建新模式
指明了方向，中央政治局会议“先立
后破”的总体要求或成为新的构建原
则，即先建立明确且合理化的长效机

制，再逐渐破除已经不适应当前房地
产发展现状的“旧”模式。

关荣雪说，当前来看，房地产发
展新模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加强
保障性住房建设、城中村改造、推进
现房销售试点以及对房企融资层面
监管规范等，都是为了促进向新模式
转型的探索，但是这个过程也是漫长
曲折的，需要各方共同发力。稳定房
地产市场发展对拉动经济稳步回升
具有重要意义，房地产业仍是经济发
展的重要引擎。

（极目新闻）

2024年房地产市场定调定调
专家解读明年三大主线主线

签署购房合同时需要注意这六大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