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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8月份各线
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
有涨有降

据国家统计局9月15日消息，国
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沈赟解读
今年8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
况统计数据表示，2023年8月份，70个
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上涨城市
个数减少，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下降、同比有涨有降。

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下降

从新建商品住宅看，8月份，一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
月持平转为下降0.2%，其中北京、广州
和深圳环比分别下降 0.2%、0.3%和
0.6%，上海环比上涨0.1%；二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2%，
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4%，降幅比上
月扩大0.1个百分点。

从二手住宅看，8月份，一线城市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2%，降
幅比上月收窄0.6个百分点，其中北京
环比上涨0.4%，上海、广州和深圳环比
分别下降0.3%、0.6%和0.2%；二、三线
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0.5%和0.4%，降幅均与上月相同。

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城市分别有17个和3个，比上月均减
少3个。

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有涨有降

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回
落0.4个百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0.3%，涨幅比上
月扩大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1.4%，降幅
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

8月份，一、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1.6%和3.0%，降
幅比上月分别扩大0.2和0.3个百分点；
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3.5%，降幅与上月相同。

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城市分别有25个和3个，比上月分别
减少1个和2个。 （中国证券网）

长期以来，房地产税被视为
调控楼市的手段，甚至被业内认
为是房地产行业的重大利空。
赵合云表示，现阶段，房地产已
经成为我国不少家庭主要的财
富和资产配置手段，因此，该税
种的开征安排可能会改变人们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进而影
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从长远来看，房地产税的
主要目的并不是调控房地产市
场特别是房价，而是作为推动国
家治理现代化、地方税体系建
设、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等的一
种制度安排，因此预计未来将重
启立法及相关征收工作。”赵合
云介绍，在房地产税征收工作开

展过程中，“先试点后立法”的制
度尤为重要，试点城市上海执行
的主要是增量征收，而重庆则侧
重于对高端存量的征收，目的是
通过征税稳定房地产市场发展
过热的势头，以此抑制居民投机
和非基本住房需求。“从试点效
果来看，两地征收房地产税对房
价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而房地产
税的收入甚微，对地方财政收入
贡献较小。”

“房地产税立法及试点本意
是通过税收来建立城市公共服
务供给模式，缴税即获得了享受
城市公共服务的权利。缴纳率
高、缴纳水平高的城市，公共服
务也好，不动产也能保值。”李宇

嘉表示，人们对该税种的认识存
在偏误，导致房地产税被误读是
为了调控房地产市场、调节贫富
差距，从而带来了持有不动产会
产生巨大成本的预期。

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
进认为：“从此次立法规划来看，
至少三至五年内房地产税的开
征不具备市场基础。即便开征，
对有合理居住需求购房者的影
响并不大。毕竟当前房地产市
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激活合理住房消费需求、优化调
整房地产政策才是重点工作，此
次规划释放的信号总体上符合
预期。”

(羊城晚报)

房地产税立法或将暂缓
释放何种信号？

房地产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只不过，这一次
是暂缓立法的消息。在9月7日公布的《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财税领域的增值税法、
消费税法、关税法等明确在本届人大常委会任期内
提请审议，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法却未被提及。

此次立法规划中未再提及房地产税，被广泛认
为表明该税立法工作暂缓。有专家指出，在当前房
地产市场预期不稳、房价下行的背景下，不利于推进
房地产税立法工作；不过，亦有观点认为，房地产税
的目的并非直接调控房地产市场，从长远角度判断
仍可能择机开征。

我国房地产税征收工作推
进已久，但直至2011年上海、重
庆成为试点城市后，才正式进入
对个人住宅征收房地产税的阶
段。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
适时推进改革”，中央层面首次提
及房地产税立法工作。至今年，
其间各相关部门的多个文件和
重要会议都反复研究、不断调整
房地产税改革方案，但进度偏慢，
一直没有正式启动立法工作。

今年4月，我国全面实现不

动产统一登记，一度被视作“完
成了征收房地产税的前置条
件”，“房地产税征收在即”的话
题热度再次提升。不过，此次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未提及房地产税法，或释放
暂缓开展房地产税征收工作的
信号。

“税收立法是一个慎重缓慢
的过程，需要稳健推进。而房地
产税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税
种，它的立法更需要通盘考虑，
特别是对外释放相关政策信号

时需要高度谨慎；其次，这也和
我国房地产税改革‘先试点后立
法’的总体安排密切相关。”广东
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赵
合云表示，财政部2022年 3月
16日关于“不具备扩大房地产
税改革试点城市条件”的表态，
就已说明了目前房地产税的立
法条件并未满足，还涉及许多尚
未厘清的理论与实务问题。赵
合云认为，房地产税的相关改革
依然任重而道远，预计大多数地
区在短期内不会开征房地产税。

对个人住宅征收房地产税，
会对房地产市场预期的转变产
生深远影响。2021年全国人大
常务委员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
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彼时楼市成交遇冷，购房者对房
价走势信心转弱，甚至部分业主
开始考虑抛售手中多余房产。

“不管是2021年10月份财
政部提出的房地产税第二轮试
点，还是房地产税列入一类立法
计划(立法先行、分步实施)，对房
地产市场的预期冲击都是明显
的，突出表现在2021年下半年
和2022年上半年二手房挂牌量
大幅增长以及挂牌价格调整，这

对于本已下行的市场会造成打
击。”广东省城规院住房政策研
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

目前，房地产销售下行压力
仍然明显。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2 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13.58 亿 平 方 米 ，同 比 下 降
24.3%；商品房销售额13.33万
亿元，同比下降26.7%。此数据
相当于退回到2017年，当年商
品房销售面积16.9亿平方米，商
品房销售额13.37万亿元，首次
突破13万亿元。今年上半年，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59515万
平方米，同比下降5.3%，其中住
宅销售面积下降2.8%。

“尽管近期以‘认房不认贷’
为核心的一揽子纾困政策出台，
但市场交易量回升还不明显，

‘只看不买’的观望情绪仍然浓
厚。”李宇嘉表示，当下，楼市存
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预期不稳，稳
预期是稳房价、稳交易的关键和
前提，释放“房地产税立法推后”
的信号，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赵合云认为：“从近几年宏
观经济形势来看，稳中求进一直
是宏观调控的主基调，房地产税
立法安排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
能比较明显地影响到市场预
期。因此，我国开征房地产税的
时机并未成熟。”

房地产税一度被认为“征收在即”

楼市压力影响房地产税开征时机

房地产税并非直接作为调控楼市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