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进入尾声，但市场
行情并未释放出好转信
号。上周全市商品房备案
成交量为11.31万平方米，
环比减幅17.53%；备案成
交套数1083套，环比减少
217套。在上周商品房备
案成交中，金辉天奕铭著
以0.65万平方米、58套的
成绩，位居住宅备案成交
排行榜榜首。商业成交方
面，金马商城以0.23万平
方米、43套的成交量位列
榜首。宝能华府则位列办
公排行榜榜首，成交面积
0.47万平方米、94套。

上周一线楼盘市场
以持销为主，华润悦景湾
于上周加推 66套精装洋
房、58套精装小高层，去
化效果并不理想。9月已
进入尾声，目前市场观望
情绪依旧浓厚，“金九”恐
难实现。

商品房成交按物业类
型分析：上周商品住宅备
案成交面积为9.14万平方
米，环比减幅22.56%；商业
物业备案成交面积为0.83

万 平 方 米 ，环 比 减 幅
39.59%；办公物业备案成
交面积为1.34万平方米，
环比增幅155.16%。

商品房成交按区域分
析：上周商品房备案成交
面积排行中，新吴区凭借
吉璞悦滨湖望、建发上院、
建发泊月湾、国信世家·臻
园等项目成交领先，周备
案2.67万平方米、238套；
经开区次之，周备案 2.46
万平方米、247套；惠山区
成交量垫底，为1.22万平
方米、125套。

商品住宅成交按面积
段分析：上周商品住宅各
面积段户型备案成交量
差距依旧明显，90-120
平方米面积段户型备案
领先，达 3.01 万平方米、
281 套；120-144 平方米
面积段户型成交量次之，
为2.75万平方米、211套；
144-180 平方米面积段
和180平方米以上面积段
表现均不佳，分别为 64
套、51套。

（无锡房地产市场网）

个别房地产企业在生
产运营中出现了一些困
难、房价环比下跌的城市
持续增多、第二轮集中供
地过程中多个城市出现了
土地流拍……透过这些现
象，可看出房地产市场当
前的状况与前一段时间发
生了一定变化。一时间，
各种不确定因素困扰着这
个行业。

事实上，从大局看，当
前房地产市场整体运行仍
保持平稳，房地产行业的
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明显改
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1-8月份，商品房销售
面积两年平均增长5.9%；
商品房销售额两年平均增
长11.7%。房地产开发投
资保持基本稳定，1-8月
份两年平均增长 7.7%。
这些情况说明，随着各方
面持续推进房地产市场调
控，抑制房地产市场不合
理需求，保证正常需求的
释放，同时房地产市场多
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
购并举等制度措施不断完
善，房地产市场仍有望保
持稳定发展。

从局部看，个别企业
债务危机和个别城市出现
土地流拍、房价下行城市
个数增多等，目前尚属个
别的情况。因此，既应高
度重视，避免风险扩大化，
更应该理性看待并从中吸
取教训。“三线四档”房地
产企业融资管理规则是衡
量企业金融风险的具体指

标，当前“三条红线”均踩
的高风险“红档”企业是少
数，处于“绿档”不踩线的
企业仍是大多数。个别房
企出现的经营困难对于整
个行业发展的影响还需要
观察。土地市场的降温与
土拍规则的变化相关，更
多城市要求“竞品质”，对
企业的要求提高，同时叠
加企业资金压力增加、利
润预期降低等因素，导致
房企对拿地的观望情绪上
升，土拍规则的优化有助
于稳定土地市场和稳地
价。房价整体涨幅延续回
落态势，表明一段时间以
来房地产长效机制建设取
得积极成效，房地产市场
过热的态势得到抑制。

房地产行业从旧有模
式走到今天，已经到了痛下
决心改变的时刻。如果再
以高杠杆、高负债推进其发
展，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当
前，市场总体平稳，企业降
杠杆降负债取得积极成
效。实践证明，房地产长效
机制建设正在发挥作用，是
精准有效的。成果来之不
易，应该不断完善相关政策
和举措，巩固长效机制建设
成果，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

个别房企和个别城市
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不应
该成为放松调控的理由。
每当市场出现下行趋势，总
会有“放松调控”“救市”的
声音出现，最近也不例外。

当前，不能因为个别房企和
个别城市出现一些新情况，
就轻言放松调控，不能重回
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
济手段的老路上去。“房住
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
预期”的政策主基调不应也
不会改变。

行业调整期出现短期
阵痛在所难免，这有利于
其长远可持续发展。房地
产行业正告别过去大规模
扩张的阶段，走在回归理
性和稳健发展的道路上，
住房也从过于强调其投资
属性向居住属性转变。化
解经营过程中的金融风
险，将杠杆率和负债水平
保持在合理区间，不仅是
眼下的首要任务，更应成
为房企的长期坚持。结束
过去高增长阶段，房企利
润率趋于平缓，对企业运
营能力有更高要求，管理
红利的时代已经到来。

房地产行业仍有不
小的发展空间，市场无需
过于悲观。从近处看，一
些财务指标健康，资金较
为宽裕的企业，面对当前
行业的大洗牌反而有望
将 自 身 优 势 进 一 步 扩
大。着眼长远，我国经济
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
展迈进，城市发展正由大
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
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
重，房地产企业若着眼于
此多下功夫，仍可赢得光
明未来。

（经济日报）

关于货币信贷政策、
房地产市场，央行有最新
定调！中国人民银行9月
27日消息称，货币政策委
员会 2021 年第三季度例
会于9月24日召开，会议
分析了国内外经济金融
形势。

会议明确了货币政策
总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
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
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
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
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
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

杆率基本稳定。
记者还发现，与二季

度例会相比较，本次会议
对货币政策的表述出现了
新增内容。例如“增强信
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坚
持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
加突出的位置”。

另外，本次例会最引
人注目的亮点是：央行针
对楼市提出了“两个维护”
的新说法。会议明确提
出，要维护房地产市场的
健康发展，维护住房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每日经济新闻）

根据中指研究院数
据，“中秋”期间(9 月 19
日-9月21日)，国内部分
重点监测的城市商品住宅
成交面积较去年同期下降
了 69%，与去年“中秋”
(2020年10月1日-10月
3日)假期的低基数成交数
据相比，下降了39%。究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当前
房地产监管环境严格，多
地调控政策逐渐深入，购
房者买房意愿下滑，市场
观望情绪浓厚，导致商品
住宅成交规模下降。

一线城市成交规模同
比降幅最小，三四线代表
城市成交规模同比降幅最
大。“中秋”期间，上海、北
京、深圳的商品住宅累计
成交12.46万平方米，较去
年同期下降65%，与去年

“中秋”假期相比增长
30%。随着调控政策效应
的进一步释放，二线和三

四线代表城市的房地产市
场降温明显。“中秋”期间，
二线代表城市商品住宅累
计成交为21.8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70%，较去年“中
秋”假期下降近五成，三四
线代表城市的商品住宅累
计成交5.1万平方米，同比
下降73%，较去年“中秋”
假期下降近六成。

展望未来，房地产的
政策调控将逐步常态化，
房地产金融监管也将持
续从严。叠加部分重点
城市土地市场热度回落，
预计短期内市场仍将延
续降温态势。其中，一线
及热点二线城市，短期内
市场情绪或有回落，但随
着供应改善，新房成交将
达到一定规模；三四线城
市受政策收紧或需求集
中释放后，市场或将进入
调整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

政策环境偏紧，特别是
信贷环境明显收紧，部
分 购 房 者 的 需 求 被 抑
制，房地产市场面临较
大调整压力。当前，各
地调控政策“双向”调整
模式开启，市场调整压
力较大的城市，或将在

“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
对政策进行微调、预调，
以稳定市场整体预期。

四季度将至，重点城
市的第一批集中供地项目
即将入市，市场竞争或更
加激烈。在此背景下，房
企应加大对城市市场周期
及政策变化的研究力度，
加强竞品监控，制定差异
化营销策略，把握市场机
会；同时，房企要持续优化
产品，打造出差异化、有竞
争力的产品，并且要注重
品牌建设，提升企业的整
体竞争力。

（中新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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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九银十”不再
“中秋”假期楼市成交低迷

房地产调控不可轻言放松

上周无锡商品房
备案成交11.31万平米

央行罕见提及“房地产”：
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不能因为个别房企和个别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些新情况，就轻言放松
调控。“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政策主基调不应也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