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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对实行了12年的房产税
政策进行了调整。

日前，重庆市政府发布关于修
改《重庆市关于开展对部分个人住
房征收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暂行办
法》和《重庆市个人住房房产税征收
管理实施细则》的决定。其中，该决
定将房产税征收对象中“在重庆市
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
新购的首套及以上的普通住房”修
改为“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
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第二套（含
第二套）以上的普通住房”。同时将
纳税期限由每年的10月1日至31
日调整为每年的10月1日至12月
31日，并调整了相关细则。

“房产税领域的放松导向，是
继各地执行‘认房不认贷’、取消限
购后，第三类比较重要的政策放
松，具有很强的信号意义。”易居研

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认为，“认房
不认贷”属于金融政策、取消限购
属于行政政策，而此次重庆的房产
税政策调整则属于财税政策。至
此，政策宽松覆盖到金融、行政和
财税几个领域，充分体现出政策放
松的涉及面在不断拓宽。

2010年5月，国务院首次明确
提出“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2011
年上海和重庆两地启动房产税试点
工作。此次政策调整之前，重庆征
税范围为主城九区行政区域内的独
栋商品住宅、个人新购高档住房及
三无人员新购住房。

“过去重庆三无人员首次购房，
是要征收房产税的。而现在三无人
员只有购买了两套及以上高档住房
才征收房产税，此举有助于恢复重
庆房地产市场的信心。”镜鉴咨询创
始人张宏伟表示。

克而瑞数据显示，重庆8月新
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32万平方米，
环比下降2%；今年前8个月，重庆
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427万平方
米，与去年同期持平。与此同时，截
至今年8月，重庆新房库存量839万
平方米，去化周期达22.9个月，库存
压力较大。

“重庆市场面临较大去库存压
力，重庆房产税征收对象范围对三
无人员的放宽，配合认房不认贷等
政策组合拳，有助于当地楼市去库
存。”张宏伟称。

“目前正是减税免税的关键时
期，重庆的政策进一步说明，对于
合理购房需求，可进一步在税费方
面做好文章、做足文章。”严跃进认
为。

值得关注的是，重庆调整此次
政策之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规划》对外公布。在财税领域，
《规划》明确，增值税法、消费税法、
关税法等将在本届人大常委会任期
内提请审议；而备受关注的房地产
税立法和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并未出
现在本次立法规划中。

“房价处于波动期的时候，要考
虑到房地产税开征对房价、对房地
产市场乃至全国经济的影响，因为
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涉及国民经
济的方方面面。加之房地产税是直
接税，居民的税痛感比较强，可谓牵
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政法大学财税
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在当前房地产的特殊时期，各
类政策都朝着降低购房成本、鼓励
购房需求入市等积极的方向推进，
在此情况下，房地产税的推出会更
加审慎。”严跃进称。

（财联社）

重庆：“三无”人员首套普通住房不再征房产税

近年来，消费者的住房需求发
生了较大转变，令人舒服、愉悦的高
颜值、高品质产品更能够吸引大众的
注意力，同时通过口碑效应等激发更
多受众的购买意愿。总体来看，消费
者从买房只看地段和配套的刚需时
代，逐步开始关心工程质量、物业服
务、小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

房企的信用情况依旧受到消费
者重点关注。在 2023 年的消费者
调研中，在被问及如果开发商有债
务违约等信用及财务风险情况，是
否会影响购房决策时，62.16%的消
费者认为非常有影响，认为不太影
响的占比为 8.11%。2023 年，从中

央到地方先后出台多条政策助力
“保交楼”，得益于政策引导与资金
支持，市场各方主体信心有所恢复，
消费者决策受房企信用风险的影响
稍有缓解。

丁祖昱表示，当前，产品力、交
付力、服务力成为房企立足长期主
义的重要抓手，越来越多的房企意
识到项目的交付不单体现在某一
个孤立的时间节点，而是贯穿产品
研发、设计、制造、交付服务、交付
后维护等产品开发全流程。未来房
企专注交付力体系化建设将成为行
业趋势。

(中国消费者报)

2023房企品牌价值50强揭晓
品牌成影响消费者购房重要因素

近日，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指导、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
院主持开展的2023房地产企业品牌价值测评研究工作发
布了最新测评成果。《2023房地产企业品牌价值测评研究
报告》显示，品牌在消费者购房行为中影响较大，在影响消
费者购房决策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品牌房企交房有保障，其
次是工程质量好、小区环境好、物业服务优质，占比分别为
90.16%、86.76%、77.84%、74.05%。

根据测评报告，企业品牌价值
前三名为中海、万科和华润，保利、
招商蛇口、龙湖、绿城、中国金茂、建
发房产和新城分列四到十位。其
中，新晋10强的品牌房企为绿城和
建发，绿城排名从2022年的第11
位上升到第7位，建发房产排名从
2022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9位。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执行院
长丁祖昱认为，今年50强品牌房企
位次变动幅度缩小。其中，50强榜

单变动率为16%，较上年大幅下降
34个百分点；20强榜单变动率为
15%，较上年下降25个百分点；10
强榜单变动率为 20%，与上年持
平。

从近5年的情况看，品牌10强
和50强的门槛均在2021年达到顶
峰后持续下降。其中，品牌价值50
强门槛由2022年的98亿元下降至
93亿元；品牌价值10强门槛由288
亿元降至278亿元。

通过连续4年的消费者调研显
示，在认知度、美誉度和忠诚度三个
维度，今年50强房企的品牌认知度
有所提升，美誉度和忠诚度继续小
幅下降。

丁祖昱表示，2023 年品牌房
企纷纷发力深研产品力，产品“内
卷”之下，10强、20强房企的美誉
度均值较上年有所提升。在“保交
楼”进程中，头部房企完善交付体
系，主动承担企业责任，积极兑现
对购房者的承诺，2023 年 10强、
20强房企的平均忠诚度较上年有
所提升。

数据显示，10强品牌房企近3
年在重点城市销售溢价率多分布于
0%—12%区间范围内，其中2022
年的平均数据为4.04%，均值比上
年上涨2.92个百分点。2022年重
点城市频频出台利好政策拉动购房
者积极性，经济体量较大、人口吸引
力强的一线城市平均房价继续上
涨，核心二线城市房价也表现良
好。品牌房企战略聚焦一二线城
市，通过品牌理念推陈出新、精耕细
作，向购房者提供有品质的产品与
服务，在重点城市的销售溢价率较
上年有所提升。

2023年消费调研结果显示，品
牌在消费者购房行为中起着重大的
影响。2023年影响消费者购房决策
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品牌房企交
房有保障，其次是工程质量好、小区
环境好、物业服务优质。与2022年
相比，消费者对工程质量的关注度大
幅提升13.22个百分点。

从消费者是否愿意支付溢价的

调研结果来看，消费者可接受的品牌
溢价空间也和房企的品牌竞争力相
契合。多数消费者愿意为具有良好
品牌的房企付出溢价，但消费意愿更
加理性，愿意支付溢价的消费者占比
为64.86%，较上年下降18.90个百分
点。其中，愿意付出0%—10%溢价
的消费者占比最高，达到37.84%，较
上年下降9.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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