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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问题，既是

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

题。当前的房地产

市场走势备受各方

关注。

9月26日召开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强调，“要促进房

地 产 市 场 止 跌 回

稳”“要回应群众关

切，调整住房限购政策，降低存量

房贷利率，抓紧完善土地、财税、

金融等政策，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

新模式”。

从中央到地方，一揽子政策密集

推出，释放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强烈

信号。在各方努力下，市场预期和发

展信心提振效果如何？市场出现了哪

些变化？

（一）

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后，多部门打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政策“组合拳”，概括起

来，就是“四个取消”“四个降低”

和“两个增加”。各地特别是一线城

市纷纷调整优化房地产市场相关政

策，力促市场回暖。

不同举措，从不同角度，直击当

下房地产市场“痛点”“堵点”：

地方因城施策取消或调减限制性

措施，释放购房需求；优化税收政

策，降低购房交易成本；调整土地政

策，控新增、盘存量，进一步发挥土

地储备“蓄水池”功能；加码金融支

持，为行业流动性注入“活水”……

这一套政策组合拳效果怎样？我

们观察几个关键指标。

看销售面积——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从

监测的 40个重点城市的销售情况

看，前期回调幅度较大的二线城市

边际改善比较明显，10月份当月销

售面积实现正增长，销售额降幅明

显收窄。

1至10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

面积同比下降15.8%，降幅比1至9

月收窄1.3个百分点；新建商品房销

售额同比下降20.9%，降幅比1至9

月收窄1.8个百分点。

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签数据显示，

10月份，全国新建商品房交易网签

量同比增长0.9%，连续15个月下降

后首次实现增长；新建商品房和二手

房成交总量同比增长3.9%，连续8个

月下降后首次实现增长。

看先导指标——

观察房地产市场活跃度，除了销

售量，还有两个先导指标：一手房的

到访量，二手房的带看量。

购房属于大宗消费，从有购房意

愿，到去实地精挑细选找到满意的好

房子，再到讨价还价等环节，普遍需

要较长过程。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上海、南昌

等多地房地产中介机构了解到，不论

在工作日还是周末，都有不少客户来

签约洽谈，签约室里常常坐满讨价还

价的买卖方。一手房的到访量、二手

房的带看量也有明显增长。这些现象

的背后，是有更多居民已经在购房的

进程中，至少有购房意愿或需求，表

明市场活跃度出现一定程度边际改

善，这对于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是积

极信号。

看市场预期——

信心重于黄金。随着销售面积回

升、先导指标提升，消费者对房地产

后市的信心也得到增强，市场预期出

现好转。

根据PMI调查，10月份房地产

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回升2.5个百

分点，市场预期指数回升1.8个百分

点。这表明在一系列政策推动下，房

地产市场景气度开始改善。

记者走访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和武

汉、苏州、杭州等二线城市发现，市

场交易活跃度有所提升，新客户从看

房到最终购买的决策速度在加快，老

客户减少了犹豫，甚至出现购买紧迫

感。不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市场，成

交周期明显加快。

以上多维度指标显示，房地产市

场正在出现一些回暖迹象。

房地产市场历来有“金九银十”

的说法。10月份房地产市场出现的

止跌回稳积极势头，特别是商品房交

易市场自2007年以来首次出现“银

十”超“金九”的现象，从侧面也反

映出政策调整优化对房地产市场止跌

回稳的推动力。

“总的来看，一揽子促进房地产

市场止跌回稳的措施显效，10月份

房地产市场出现积极变化。随着各项

政策效能进一步释放，推动房地产市

场止跌回稳的动能将增强。”

“中国的房地产在系列政策作用

下，经过三年的调整，市场已经开始

筑底。”

国家统计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分

别作出如上判断。

（二）

一方面要看到，一揽子政策开始落

地显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房地产市

场筑底是一个过程，需要长短结合、标

本兼治。

首先，要“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

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这是

去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

的重大判断。认识当前的房地产形势，

首先要把握住这个变化。

供求关系是影响市场价格的关键因

素，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

过去20多年，我国房地产市场总

体呈现上升态势，对保障和改善民

生、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同时，房地产市场快速扩

张，也出现了一些资金过度向房地产集

中，部分房企“高负债、高杠杆、高周

转”等问题。

从过去供不应求形成的市场火爆、

甚至价格扭曲，到近些年主要矛盾从总

量短缺转为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供给

不足，房地产市场的底层逻辑发生变

化。因此，要促进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止

跌回稳，对商品房建设要“严控增量、

优化存量、提高质量”。

从存量上看，我国新建商品住房供

应规模大，存量消化是重要调整方向。

政策层面已经明确，商品房库存较

多的城市，政府可按需定购，积极支持

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目

前，各地加速推进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

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支持回收闲置存

量土地、新增土地储备也在加快落地。

从增量和质量上看，人们对住房的

需求已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

变，满足这部分市场需求是调整增量和

提高质量的重要方向。

其次，要修复信用链条，重建市场

信心，促进金融和房地产良性循环。打

好保交房攻坚战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一段时间以来，在房地产市场调整

过程中，由于资金问题、债务问题，部

分在建已售的商品住房项目面临交付困

难。这一现象不仅严重损害购房者权

益，也影响着市场的信心，阻碍着市场

的有序运转。

针对这一“痛点”，保交房工作稳

步推进，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适时

推出——将合规房地产项目纳入“白名

单”，应进尽进、应贷尽贷，满足项目

合理融资需求，成为实现金融和房地产

良性循环、改善市场预期的重要举措和

有力保障。

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均已建立房地产项目融资协调机制。截

至10月31日，“白名单”项目贷款审批

通过金额超3万亿元。年底前，随着

“白名单”扩围有序推进，这一规模还

将增加到4万亿元。

信贷规模的增加，预示着房地产项

目融资更快捷更便利，保交房的继续推

进更有保障。截至11月13日，保交房

攻坚战推进有力，全国已交付285万

套，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对

市场预期带来有效改善。

此外，还要释放市场潜在需求，从

供需两端着手进一步激活房地产市场。

立足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

在供给结构方面，保障性住房供给相对

不足，大城市房价高，新市民、青年人

住房负担较重。住房需求方面，改善性

住房需求持续升级，居民对提升居住品

质的愿望更为强烈。

因此，通过“四个取消”“四个降

低”降低购房成本，加大保障房建设以

及城中村改造等，将为房地产市场注入

新的需求。

从房地产市场的中长期趋势来看，

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仍有发展空

间。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发展中后期，持

续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将释放

房地产市场更大需求潜力。

（三）

传统的房地产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未来的房地产将向何处发展？

去北京参观一次中国建筑科技展，

也许你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

打开房门，屋内的灯光、窗帘、音

乐会自动开启，欢迎主人回家；来到客

厅，坐在沙发上按动按钮，对面的墙柜

缓缓前移，一会儿就“变”出一个儿童

“小游乐园”……这是记者近日在中国

建筑科技展的“好房子样板间”看到的

一幕场景。

房地产发展，民生是最终落脚点。

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提

升居民居住品质和幸福感是未来房地产

发展的方向。通过

科技赋能、创新引

领，无论是新房子

还是老房子，都要

变成好房子。

加快构建房地

产发展新模式，是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 发 展 的 治 本 之

策。更好满足刚性

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完善房地产开发、

交易和使用制度，建立“人、房、地、

钱”要素联动新机制等，是加快构建房

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

我国房地产市场已走过20多年高

速扩张阶段，过去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

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构建房地产发展

新模式是大势所趋。

打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

房子，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

要途径，也是促进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应有之义。

从支撑城市扩张转向参与城市更

新，从增量拉动转为增量存量联动……

房地产发展要围绕老百姓在新发展阶段

的多样化住房需求，从户外环境、适老

化、绿色低碳等方面着力，推动住房建

设品质全面升级。

当前，城中村改造的政策支持范围

从最初只有35个大城市扩大到全部地

级及以上城市。已有1632个城中村改

造项目在各大城市落地。1至10月，

全国已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

改造安置房317万套 （间）；到今年

底，可帮助超过1000万困难群众改善

住房条件。

积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转变

城市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举措。

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

区、好城区“四好”建设，是房地产业

未来发展的重心。2023年，全国已实

施城市更新项目超过6.6万个，累计完

成投资2.6万亿元，城市更新行动实施

带来的综合性成效正在逐步显现。2024

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4万个，前10个月已开工5.3万个。

协同联动，防止大起大落，才能

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

发展。

房地产行业正处于新旧模式转型的

关键期。迎难而上，主动破局。按照中

央统一部署，各地各部门正同心协力，

打好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组合拳，

让这些政策的效果充分显现。

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将为中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多新动能，为建设适

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好房子”提供更

有力支撑。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王优玲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当前中国经济问答之六

房地产市场走势怎么看

正在举行的2024华龙洞遗址学术

研讨会12月8日发布研讨会成果，确认

华龙洞人是东亚地区向智人（现代人）

演化的最早古人类，华龙洞遗址为探索

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提供了重要研究

材料。

华龙洞遗址位于安徽省东至县，于

1988年被发现，是同时包含人类化石和

石制品等人类活动证据的重要古人类遗

址。科研人员迄今在华龙洞遗址发现了

约20个个体组成的古人类群体，400余

件古人类制作使用的石制品，大量具有

人工切割、砍砸痕迹的骨片，以及80余

种脊椎动物化石。

通过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研究人

员确定华龙洞古人类生存时间为距今约

30万年。据介绍，华龙洞人属于一种从

古老型人类向现代人过渡的古人类，其

面部和下颌部已经开始向现代人演化，

面部扁平、眼眶较高、头骨纤细化、出现

了现代人标志性特征——下巴的雏形。

现代人特征初始状态的出现，让华龙洞

人被认为是迄今东亚地区呈现出智人

（现代人）特征最多、年代最早的从古老

型人类向智人过渡的古人类。

上图：6日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东

至县的华龙洞遗址陈列馆拍摄的华龙洞

6号头骨面貌复原像。 新华社发

华龙洞！
东亚人从这里走来
我科学家发现东亚地区

向智人演化最早古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