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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溢价成主流 民企开始拿地

1、万元地再扩容。2023
年无锡一共诞生47宗万元
地、13宗1.8万+地块，地价最
高地块为梁溪区惠山古镇三
期DE、F两宗地块，成交楼面
价均为21000元/平方米。总
体来看，万元地宗数和最高楼
面价与2022年不相上下，核
心区地块价格稳定，为房地产
市场的稳定运行和政策的优
化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2、容积率、限高值走低，
高层+洋房/小高层成为主流。
整体而言，2023年土地市场挂

牌地块分布均匀，优质地块、
低密地块频出，根据统计，在
今年成交的宅地中，容积率≤
1.5 地块达到 24宗，占比近
37%；1.5<容积率≤1.8地块达
到21宗，占比约32%。

容积率已成为评判品
质、宜居、舒适的直接表达形
式之一。今年无锡高品质
2.0住区标准出炉，明确高品
质住宅容积率要低于1.8，可
以预测，随着高端改善型置
业需求的不断提升，未来出
让地块的容积率将持续保持

在一个较低水平。
3、多宗地块开发进度条

加速。比如建发拿下的新吴
区兴源路与城南路交叉口东
北侧地块，目前已打造成建发
青 江 悦 府 ，售 价 25000-
28000元/平方米；中信泰富
金石路地块目前规划已经出
炉，规划建设10栋住宅，全部
首层架空；华侨城南湖大道地
块拟建22栋住宅，分AB两
个地块开发……总体来看，核
心板块是房企重点投资区域，
依然大有市场。 （土拍网）

作为房地产业发展新模式的一项重要内容，保障
性住房建设正在迎来新一轮重构市场和保障关系的
重大改革。

不久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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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让人们对保障性住房
建设有了更多新的期待。国家开发银行近日在福州
落地全国首笔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贷款，则标志着新一
轮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正式启动。

原有的住房保障体系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
赁住房为主体；现在则在原有以租为主的住房保障体
系基础上，拓展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新路子，将保障
性住房建设分为配租型和配售型两种，其中配租型包
括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而配售型保障性
住房按保本微利原则配售。根据新的房地产业顶层
设计，这次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府保障基本需
求、市场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

保障性住房建设重在“保障”之属性，关键在市场
和保障“边界”之清晰，难在供给之“可持续”。新一轮
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建设，适应新形势下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新要求，在推动住房制度和供应体系进一步完
善上体现出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有望让保障性住房
更好地发挥保障功能。

一是精准锁定，在“保障谁”上更为明确。按照要
求，新一轮保障性住房在保障范围上，重点针对住房
有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工薪收入群体，以及城市需要的
引进人才等两类群体。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申购标
准是根据申请人的家庭收入、住房、财产等因素按顺
序配售，从最困难的群体做起，逐步拓展范围。

二是盘活存量，在“怎么建”上更可持续。2023年
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
见》，对保障性住房房源的建设和筹集，除了以划拨方
式供应土地支持新建以外，还提出了两个盘活存量的
思路，一是“充分利用依法收回的已批未建土地、房地
产企业破产处置商品住房和土地、闲置住房等建设筹
集保障性住房”，二是“支持利用闲置低效工业、商业、
办公等非住宅用地建设保障性住房”。这无疑有利于
增加保障性房源的供给量和可持续性，从而更好地解
决供给不足的突出问题。

三是封闭管理，在“如何管”上更加规范。根据新
的改革思路，保障性住房不得上市交易、实施严格的
封闭管理，禁止违规将新建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变更
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同时规定，工薪收入群体购买
的保障性住房不得长期闲置，否则将由政府予以回
购。可以看出，新一轮改革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从
而在配售和管理上加强规范，为保障性住房的“保障”
属性再添一道保险。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推进
保障性住房建设，解决居民住房困难，推动建立房地
产业转型发展新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各地一定要尽快
补齐保障性住房建设短板，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和
供给，努力让工薪收入群体在基本住房需求上消除焦
虑、稳定预期，放开手脚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中国经济网）

2023年无锡土地市场成绩单出炉
锡山成交宗数居首

2023年，无锡土拍规则不
断优化、高价地热度消退、房企
趋于理性、联合拿地成为常态、
优质核心地块看点仍在、国企
大放异彩……可谓是看点十
足。据土拍大数据统计，2023
年无锡市区共计成交经营性用
地86宗，成交面积近327万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580万平方
米，揽金603.47亿元。

（图片来源：无锡房地产市场网）

从各区域成交来看，2023
年锡山区成交的地块数量最
多，总计有15宗。新吴区在成
交面积、成交金额上位于第
一，若不剔除定销用地，分别
是64.92万平方米、119.29亿
元。经开区成交的地块最少，
仅有7宗，但成交金额仅次于
新吴区，为113.47亿元。

为促进土地市场步入良
性发展轨道，助力市场平稳，
今年无锡集中土拍规则迎来
进一步优化，全年共完成了8
次集中土拍。

总体来看，今年无锡土
拍节奏加快，呈现“多频、少
量、快跑”的特点，以常态化
的方式保持供地节奏均衡、
合理、有序，更有利于稳定市
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涉
宅用地中既有城市核心板
块，也有城郊板块，充分体现
了供地的“精准供地”“按需
供地”的导向。

据统计，2023年成交的
65宗宅地中，有超过50宗地
块由城投公司竞得，全年成
交平稳，仅一宗地块溢价成
交。房企拿地热情有所减
退，城投、国企担当了土拍市
场的中流砥柱。

但民企也开始呈现复

苏状态，首轮土拍中，建发
连落两子，仁恒、红星美凯
龙、贵州大兴等开始崭露头
角。第 2 轮土拍中，路劲、
华侨城时隔许久出现在参
拍房企之中。第3轮土拍，
中信泰富、金领出手补仓。
第4轮土拍，世纪金源与梁

溪文旅以联合方式获取老
城区核心地块。土拍下半
场，地方民企华方全资获取
东北塘地块，蓝城以联合方
式获取天一新城核心地块
及 钱 桥 街 道 美 林 湖 东 地
块。不难看出无锡土地价
值、前景仍被房企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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