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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商品房销售量价跌幅收窄、投资降幅趋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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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商品房销售量价跌幅收窄、投资降幅趋稳

文/杨科伟、俞倩倩

7 月 15 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月宏观经济和房地产行业数据。经济层面，在加大

宏观政策实施力度之下，工业、出口、就业、物价等主要指标总体改善，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

势。商品房销售因利好新政加持、房企年中冲刺等短期利好因素影响，延续弱修复态势，绝对量达

年内高点；新开工、竣工止跌企稳、环比持增，开发投资额累计同比降幅持稳 10.1%。

上半年经济总体改善，M1/M2 增速持续回落、居民加杠杆意愿仍显不足

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616836 亿元，按

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0%。生产稳定增长，需求持续恢复，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继

续增加，新动能加快成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

整体来看，第一，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支撑作用明显。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6.0%。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8.7%，增速分别快

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1.8 和 2.7 个百分点。第二，消费需求稳中有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货

物进出口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35969 亿元，同比增长 3.7%；高技术制造业和高

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0.1%、11.7%。货物进出口总额 211688 亿元，同比增长 6.1%。第三，就

业、物价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1%，比一季度下降 0.1 个百分点，

比上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0.1%，一季度为同比

持平。单 6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2%，环比下降 0.2%。

但从 6 月金融数据来看，内需不足、购买需求相对疲弱的态势延续。一方面货币供应增速继续

回落，6 月 M1 同比增速回落 0.8 个百分点至-5.0%，M2 同比增速回落 0.8 个百分点至 6.2%；另一

方面，6 月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8.1%，增速较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居民信贷需求依然不足。上半年，居民短期贷款净增长 0.3 万亿，是

2009 年以来上半年净增量的最低值。居民中长期贷款净增长 1.2 万亿，是 2013 年以来上半年净增

量的最低值。偏弱的贷款增长意味着居民不愿意加大债务负担，加杠杆消费意愿明显不足。

6 月政策刺激叠加年中因素，商品房销售面积、金额环增 50%同比降幅收窄

6 月因政策利好持续发酵，叠加房企年中冲刺季，推盘节奏加快、折扣力度增加，销售达到年

内高点：6 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为 11274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为 11468 亿元，环比涨幅均在 50%

以上，同比降幅分别较上月收窄 6.2pcts 和 12.1pcts。上半年销售面积和金额累计同比降幅分别



版权所有©易居企业集团·克而瑞研究中心 3/ 6

克而瑞研究中心

为 19%和 25%。

6 月销售面积与 3 月小阳春基本持平，销售金额则创年内新高，究其原因，一是 6 月仍处于

517 新政利好释放期，从 CRIC 监测数据来看，核心一二线城市诸如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苏

州等 6 月新房成交显著放量，环比增幅均在 4 成以上，对全国楼市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二是因

年中房企业绩冲刺，加快推盘节奏同时优化了供给结构，折扣力度亦有所增加，刺激了一波存量需

求释放。

全国月度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金额（单位：万平方米、亿元）

备注：自 2023 年 4 月起，统计局修订了房地产数据累计同比数据的统计口径，与统计局往期发布数据不可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70 城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收窄，房价下降城市个数减少

2024 年 6 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一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略有收窄，同比降幅仍在扩大。

同比来看，新房和二手房同比持降，新房整体降幅由 5 月末的 4.3%增至 6 月末的 4.88%，二手

房降幅由 5 月末的 7.49%增至 6 月末 7.87%，从趋势变化来看，新房和二手房降幅差距有收窄态势，

二手房跌幅仍超新房。事实上，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城市数量较多已达峰值，截止 2024 年 6 月，

全部 70 个城市均呈现下跌态势，而新房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城市数量为 6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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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1 年 1 月以来 70 城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指数同比走势及下降城市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环比来看，6 月 70 城一二手房房价指数环比跌幅有收窄态势，新房整体降幅由 5 月末的 0.71%

收窄至 6 月末的 0.67%，二手房降幅由 5 月末的 1%收窄至 6 月末 0.85%，房价下跌城市数量减少，

6月 70 个大中城市中有 64 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66 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图：2021 年 1 月以来 70 城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走势及下降城市数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值得关注的是，6 月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规模持增，虽然增幅不及新房，但是整体延续高位震

荡，26 个重点城市二手成交环比增 7%，同比增 23%，累计同比下降 7%。从新房和二手房量价表现

来看，本月成交量增价稳，房价环比降幅收窄，整体延续弱复苏走势。

新开工、竣工环比回升，上半年累计同比跌幅分别为 23.7%和 21.8%

1—6 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696818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12.0%。房屋新开工面

积 38023 万平方米，下降 23.7%。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27748 万平方米，下降 23.6%。房屋竣工

面积 26519 万平方米，下降 21.8%。其中，住宅竣工面积 19259 万平方米，下降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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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新开工、竣工面积环比略有回升，但降幅始终保持在低位运行。

新开工面积累计降幅连续四个月收窄，6 月新开工面积 7933 万平方米，环比上涨 21%，同比下

降 21.7%，从绝对量上看，企业新开工稳中有增，略好于 3 月小阳春水平。

房地产开发企业新开工面积月度走势（单位：万平方米）

备注：自 2023 年 4 月起，统计局修订了房地产数据累计同比数据的统计口径，与统计局往期发布数据不可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6 月房企竣工面积环比增长 26.3%，同比下降 29.7%，累计同比下降 21.8%，降幅较上月均有扩

大趋势，考虑到保交楼仍是化解当前市场风险的重要一环，预期随着后续工程进度的逐步推进，竣

工面积降幅有望低位企稳，边际修复。

房地产开发企业竣工面积月度走势（单位：万平方米）

备注：自 2023 年 4 月起，统计局修订了房地产数据累计同比数据的统计口径，与统计局往期发布数据不可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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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开发投资额延续弱修复，累计同比降幅 10.1%低位持稳

1—6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52529 亿元，同比下降 10.1%，降幅与 1-5 月基本持平，累计

同比降幅低位持稳，降幅并未扩大。一方面是房企新开工积极性回升，对开发投资的拉动有一定积

极作用；另一方面，本月土地成交规模低位回升，6 月全国 300 城经营性土地成交面积 5759 万平

方米，成交金额 1749.3 亿元，环比分别上涨 18%和 48%。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月度走势（单位：亿元）

备注：自 2023 年 4 月起，统计局修订了房地产数据累计同比数据的统计口径，与统计局往期发布数据不可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综上，我们对于后市给出如下判断：

预判 7 月，我们认为，得益于 5 月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利好政策不断，目前仍处于存量需求释放

周期，加之当前供应、成交基本也降至阶段性低位，后期大概率延续企稳态势，同比降幅也将继续

收窄。不同城市仍然呈现出显著的分化行情，北上广深杭等核心一二线城市受短期新政影响，仍有

一波购房需求有待释放，尤其是因二手房回暖之后，部分潜在置换需求被激发，有望带动新房成交

回稳。对于多数弱二线和三四线城市而言，短期降首付、降利率新政落地效果较差，后续若无明显

扩充购买力新政出台，成交大概率没有起色。

三季度行业数据预期延续弱修复：商品房销售面积、金额或将持平二季度，考量到去年三季度

基数较低，同比降幅还将持续收窄。而在“保交楼”政策的推动下，2024 年三季度的竣工面积仍

有支撑，但整体仍呈现下降趋势，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预计仍将筑底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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