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17 星期三
责编 卫文 ｜ 美编 郑宙 ｜ 校对 李萍 房产 A11

买房时，对于同一套房子，
可能了解到不同的价格，比如
指导价、成交价等，这些都代
表着哪些含义呢？

挂牌价：一般体现在二手
房出售时，指的是业主的报
价，是出售方登记挂在网上出
售的价格，实际上就是业主委
托出售登记的价格，这个价格
只是业主自己通过中介介绍
制定的价格，对于买家来讲，
有一定的协调空间。

成交价：指的是购房者最
终与开发商或者原业主谈妥
的价格，这个就是所购买房屋
的总价或者单价。

网签价：不管是买新房还
是二手房，网上签约简称网
签，主要杜绝“一房二卖”的风
险。一旦“网签”成功，同一套
房源无法再次生成买卖合同，
也就无法再售他人。这就有
效杜绝了私下签约一抹黑的
乱象，让整个房产交易更透
明。而网签价，是“网上签合
同”时约定的房屋价格，无论
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税都是按
照“网签价”（网签价大于核定
价）征收。

指导价：通过定价的权
限、范围及各个区域的价格浮
动，制定出的价格。如果网签
的价格比指导价更高的话，那
么买房缴税是要根据网签价
来进行的，而若是网签价格比
指导价更低，则是以指导价为
缴税标准。

评估价：评估价多用在二
手房领域，是由银行委托的第
三方评估机构对交易房产价
值进行评估，这个价格就是评
估价。银行会根据评估价来
决定放款额度，评估价越高，
可贷款额度也就越高，首付的
压力就会越小。影响评估价
的因素主要包括房龄、户型、
楼层、朝向、装修、物业管理、
地段、配套等。

（华龙网综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完善
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
发展新模式。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工作会议进一步表示，构建房地产
发展新模式，建立“人、房、地、钱”要
素联动的新机制，下力气建设好房
子，在住房领域创造一个新赛道。

在过去的一年，倪虹多次调研
并指出，新模式下，房地产企业要有
清醒的认识，现在要拼的是高质量、
新科技、好服务，谁能为群众建设好

房子，谁能为群众提供好服务，谁就
会有市场、谁就会有发展。

对此，陈文静表示，我国住房发
展正从“有没有”进入到“好不好”阶
段，“好房子”供给量增加也意味着
将促进更多改善性住房需求入市，
未来改善性住房需求仍有较大释放
空间。

同策研究院研究总监宋红卫表
示，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发展模式、
发展阶段与过去不同，今后将进入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高质量发展
阶段。对应到消费需求来讲，就是
以改善型需求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已
经逐渐来临。

随着传统住宅开发市场持续筑
底，房企由开发商转型服务商、由重
资产转型轻资产已是必然趋势。陈
文静认为，2024年，包括代建、城市
更新、保障房、长租公寓、商业投资
运营等领域，也将成为房企探索新
模式的重要选择。（中国消费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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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房地产市场处于深度调
整期，随着众多有利于稳定市场信心
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也为市场释放
了更为积极的信号。为了贯彻落实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工作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提
出2024年重点做好4大板块、18个方
面工作，进一步细化明确了2024年房
地产市场发展的关键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表示，
2024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先立后破。刚刚召开的全国住房城
乡建设工作会议在部署2024年重
点工作时再次明确，重点抓好4大板
块、18个方面工作。在稳定房地产
市场方面，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因城施策、
一城一策、精准施策，满足刚性和改
善性住房需求，优化房地产政策。

“房地产行业作为支柱产业，对
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也是稳就业、
保民生的重要抓手。从高层会议表
态来看，2024年房地产调控仍将延

续当前基调，保持宽松政策环境，围
绕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目
标持续优化。”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
研究总监严跃进对记者表示。

根据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显
示，2023年全国各地楼市政策出台
频次超600次，年底北京、上海重磅
推出下调首付比例、降低房贷利率
等政策，大幅降低了居民置业门槛
和置业成本。当前，仅部分核心城
市仍有一定限制性政策。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
静表示，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2024年房地产

政策的发力方向，房地产行业在经
历了两年多的市场超调后，随着供
需两端政策协同发力，“有利因素”
正在不断增加。2024年在新的形势
下，以政策“进”促市场“稳”，政策落
实见效可期，房地产市场有望逐步
实现筑底企稳。预计2024年，核心
一二线城市首套、二套房首付比例
有望进一步下降，一线城市也有望
因区、因需优化限购政策，二线城市
或全面取消限购政策，更多低能级
城市也将通过发放购房补贴等方式
促进住房需求释放。

保交楼、化解项目交付风险
仍是2024年政策聚焦点之一。住
建部党组书记、部长倪虹强调，

“保交楼”工作落实属地责任，加
强预售资金监管，加快预售制度
改革。

对于房企而言，保交付不仅
是开发经营能力的体现，还能彰
显出其社会责任与担当。从已披
露交付数据的房企情况来看，
2023 年前 11 个月，碧桂园、融创
中国、绿地控股交付套数分列前
三，交付套数分别达到 50 万套、
22.7 万套和 20 万套，三家全年合
计交付套数有望超过100万套。

陈文静预计，2024 年保交楼

配套资金和政策有望进一步落
实，进一步修复市场预期。而加
强预售资金监管、改革预售制度
或是“保交楼”重要配套举措。

据了解，此前住建部已明确
表示“有条件的可以进行现房销
售”，2023年已有多地试点现房销
售。比如河南明确表示，将进一
步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逐
步提高预售门槛，以郑州、开封为
试点积极探索预售制度改革和现
房销售。此外，包括深圳、北京、
合肥、福州等地还试点在土地出
让环节设置“现房销售”条件。

“预计后续各地在住房和城
乡建设工作会议中都会提及现房

销售，将有更多城市或地区推进
试点，有望从点状式试点逐渐演
变为组团式的发展模式，尤其是
一些重点省会城市会加入到试点
大军中。”严跃进表示，现房销售
制度能够有效防范预售风险，保
护消费者利益，并推动房地产市
场向着更加规范和透明的方向发
展。

另外，在强化工程质量和既
有房屋安全监管方面，住建部表
示，2024 年将启动住宅质量多发
问题整治行动，抓好房屋体检、养老
金、保险制度试点，开展房屋市政工
程等领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要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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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也指出要稳
妥处置房企风险，重拳整治房地产
市场秩序。这充分体现了对房地产
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的高度重视，也
说明去风险仍是2024年房地产行
业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自2022年11月11日“金融16
条”发布后，房企融资支持进展明显
加快。2023年10月末，中央金融工

作会议强调“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
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后，
多部委纷纷召开企业座谈会落实相
关举措，多家商业银行也提出要加
大在开发贷、按揭贷、经营贷及债券
承销等方面的支持。

比如，建设银行召集6家房企代
表召开座谈会，企业们表示，近期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融资环
境逐步改善，但目前仍面临阶段性
困难、流动性紧张，并就完善房企融
资环境提出了相关建议和诉求。交

通银行邀请了15家房企开展“面对
面”交流，内容包括行业形势分析、
进一步加强银企合作、探索房地产
发展新模式、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
有制房企合理融资需求等，具体需
求包括授信额度、债券发行与投资、
供应链金融等。

对此，严跃进认为，2024年企业
端资金支持政策有望继续细化落
实，“三个不低于”等政策若能实质
性落地将有助于改善房企融资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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