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视点】 

紧缩调控密集落地，楼市、地市旋即双双降温 

10月仹，一、二城市调控全面升级，房地产市场再一次迎来了“限购潮”。

叐此影响，大部分热点城市成交量环比下跌，房价涨幅明显放缓。土地市场

方面也出现降温，月内平均溢价率、地王数量等挃标均有所下滑。 

由亍限购令的“回归”削减了需求基数，限贷的升级加大了购房成本，

预计将有越来越多购房者选择观望，2016年四季度成交量同比下滑已成定

局。从之前深圳、苏州的市场经验来看，一旦调控真正到位，月成交量下滑

幅度可达五成，幵丏如无土拍戒其他利好刺激，市场成交至少会持续一到两

个季度的低位。 

 

【纵深解读】 

经济：民间投资增速加快，居民房贷比重回落 

政策：调控以“四限”为纲，以强力整顿市场秩序相辅佐 

楼市：郑州、苏州等 7 城成交锐减超 40%，四季度仍将下滑 

房价：中住 288 指数涨幅放缓，合肥等热点城市房价涨幅回落 

土地：成交规模创年内新低，溢价率高位回落至 57% 
 

【图说楼市】 

 供应：环比减少 24%，一线城市环、同比皆锐减超六成 

 成交：环比下跌 15%，郑州、苏州等 7 城跌幅超 40% 

 库存：超 7 成城市库存仍在下降，但多数城市消化周期上升 

 成交结构：中等户型占比上升，京沪中高档产品成交占比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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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一、二城市调控全面升级，房地产市场再一次迎来了“限购潮”。受此影响，大部分热点城

市成交量环比下跌，房价涨幅明显放缓。土地市场方面也出现降温，月内平均溢价率、地王数量等指标均

有所下滑。 

本月地方调控新政迅速蔓延，其中 17 个城市明确施行限购政策。从调控细则来看，作为限制需求入

市的最有效手段，“限购、限贷”成为了本月调控的关键词，典型如南京、苏州将二套房首付最高提升到 8

成，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直接干预过快上涨的房价，预售证的“限价令”在更多城市蔓延开来，其中东

莞、惠州等投资性需求较多的三线城市不仅“限涨”，还要求“限跌”；为了控制住地价水平的过快上涨，

“控地价”新政也在更多的城市得以执行， 如福建、佛山、东莞、珠海等省市均在月内宣布了“限地价、

竞配建”的调控新政。 

在密集的政策调控下，市场成交未能延续 9 月份的回暖势头，10 月 28 个重点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量

环比下跌 15%，大部分出台调控政策的热点城市成交量显著下滑，如济南、苏州、无锡、郑州成交环比跌

幅均超过五成；但也有少数城市出现“末班车”效应，新政出台后迎来购房者的集中入市，如南昌、惠州

十月份成交量环比涨幅均超过 3 成，并创下今年新高。 

土地市场方面，市场预期中的成交高峰期并未到来，全国土地成交面积降至今年以来新低，主因多

个城市土地政策有所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供地计划。受土拍资金监管加严、土地限价令等

政策影响，热点一、二线城市土地成交明显降温，地王数量大幅缩减，溢价率迎来高位回落。 

由于限购令的“回归”削减了需求基数，限贷的升级加大了购房成本，预计将有越来越多购房者选

择观望，2016 年四季度成交量同比下滑已成定局。从之前深圳、苏州的市场经验来看，一旦调控真正到

位，月成交量下滑幅度可达五成，并且如无土拍或其他利好刺激，市场成交至少会持续一到两个季度的低

位。尤其对于南京、苏州、厦门等调整土地出让条件，要求超限价土地现房出售的热点城市而言，明天下

半年市场推货节奏将面临挑战，预计成交量下滑将持续更长时间。 

但从中长期来看，由于国内迁徙性购房需求仍未得到满足，我们认为商品房市场成交仍将保持稳步

发展，部分城市也有再度升温的可能。特别是热点城市，中长期市场仍将维持“规模扩容、价格稳升”的

局面，原因也不难理解，首先限购令并不会真正灭失购房需求，实质上只是购房者入市时机延后；其次，

目前高企的地价已经成为房价有力支撑，在成本侧限制了房企下调房价的空间；最后，增加供应虽已成为

共识，但大多数城市只是从“供不应求”向“供求平衡”转变，量价同涨的市场规律仍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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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全国经济运行缓中趋稳，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改善，多项经济指标向好。M1、M2“剪刀差”进

一步收窄，资金脱虚入实意愿加强。 

1、宏观经济持续企稳态势，民间投资增速加快 

三季度全国宏观经济各项指标延续企稳回升态势。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529971亿元，同比增长6.7%，

增速与今年一、二季度持平。其中，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名义增长 10.4%，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0.1 个百分点；随着全球大宗商品回暖及国内去产能的推进，9 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 0.1%，

自 2012 年 3 月以来首次由负转正。物价处于相对低位运行，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0%，涨幅

较上半年收窄 0.1 个百分点；9 月当月 CPI 同比上涨 1.9%，较上月加快 0.6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 426906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8.2%，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0.8 个百分点，但 9 月当月投资增长

9.0%，增速已连续 2 个月加快。其中，民间投资 261934 亿元，增长 2.5%，比 1-8 月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

占全部投资比重为 61.4%。 

房地产方面，前三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4598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5.8%，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0.3

个百分点，比 1-8 月份加快 0.4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增长 5.1%。房屋新开工面积 122655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6.8%，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增长 6.7%。总体来说，全国房地产市场各项数据仍在高位运行，但

随着国庆期间楼市调控政策的接连出台，四季度行业形势下滑已不可避免，同时房地产投资的下滑也将进

一步加大全国宏观经济的下行压力。 

2、中长期贷款比重回落明显，M1、M2 剪刀差进一步收窄 

9 月，M2 同比增速 11.5%，较 8 月小幅回升 0.1 个百分点，信贷回升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加码助力

M2 回升。M1 同比增长 24.7%，增速小幅回落 0.6 个百分点，基数效应继续影响 M1 同比回落。M1 和

M2 同比增速“剪刀差”进一步缩窄至 13.2%，资金脱虚入实意愿进一步加强，企业堆积现金的局面有所

改观。随着基数增加和政府财政存款的回升，预计 M1、M2 “剪刀差”将继续收窄。 

9 月新增贷款 1.22 万亿元，超过市场平均预期的 1 万亿元;较上月增加 2713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700 亿元。人民币贷款大增带动社融规模环比继续增加, 9 月新增社融总量达 1.72 万亿，环比多增 2503

亿。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继续高位运行，达到 5741 亿，但占比由 8 月份的约 56%降至约 47%，出现明显

回落。随着 10 月初楼市调控，未来居民贷款下降是大概率事件。随着未来居民贷款的回落，新增社融整

体规模也会有所下降；但随着企业盈利的逐渐改善，将继续引导资金进一步回归实体经济，企业的社融规

模仍将保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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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 月 30 日起的短短十日内，全国共有 22 个城市密集发布楼市调控新政，其中 17 个城市明确施行

限购政策，部分城市更是在原来限购的基础上升级调控力度，即使没有限购的城市，也在预售证审批、企

业拿地及融资等方面直接干预市场。去库存方面，国务院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地方层面，河

南省出台去库存方案，福州是加快去商办库存，无锡则补助 20%购房契税。 

1、楼市调控新政密集发布，但长期影响有限 

此轮调控涉及城市较广，既包括北京、合肥、南京和苏州这类热点一、二线城市，也有无锡、珠海、

中山等三、四线城市。限购是本次调控新政出现频率最高的政策之一，先后共有 17 各城市施行限购，其

主要集中表现在多数城市限购范围主要集中在中心区域、本地户籍限购 2 套房而非本地户籍限购一套房及

个别城市分面积段限购等。总体来说，此轮限购政策力度较为温和。除限购外，多数城市将首套房首付比

例提高至 30%，二套房首付比例升至 40%-50%，并且暂停发放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武汉更是明文规

定外地人二套房停贷。个别城市限贷政策愈加严苛，如北京二套房为非普通自住房，首付比例不低于 70%；

苏州和南京首付比例更是大幅提升至 80%。造成当下热点城市地价、房价过快上涨很重要的因素便是土地

供应不足，此番新政多个城市分别在加大土地供应力度及通过盘活存量用地等方面增加土地供应量，如合

肥要求今年内市区再供应 5000 亩居住用地，力争全年全市居住用地供应超 10000 亩，土地供应力度不可

谓不大。 

但由于目前造成楼市量跌价不跌的原因不再是以往的居住需求，而更多的是房产已成为全社会资产保

值增值的工具，投资、投机性需求大量进场迅速抬升了热点一、二线城市市场热度。加之宽松的信贷环境，

本轮调控新政，在短期内会对楼市成交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难以形成长时间调整周期。 

2、因城施策去库存，商办去库存压力不减 

中央层面，国务院印发《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主要目标是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及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按照方案中的标准，除重庆、天津、南京等少数城市外，大部分二线

城市如苏州、杭州都达不到“特大”级别，购房落户、投资纳税落户等政策均将叫停。 

地方层面，河南省出台去库存方案，按照分区域施策，分类调控原则针对不同城市实施不同土地供给

政策，旨在均衡发展省内各辖市房地产市场。福州通过给予商办项目房价补贴等措施促进商办物业的去库

存。无锡在国庆出台“限购”政策后再出购房补贴新政，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的同时，也增加了开发商的

投资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是，地方层面的去库存政策中，均提到了商办去库存，目前商办去库存压力依

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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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伊始，热点城市收紧政策接二连三出台，总体来看，政策密集出台对市场产生一定影响，购房者

观望情绪加码，多数城市在供应、需求两端均较为低迷。尤其是部分出台政策的热点城市成交规模同、环

均有所下滑，而苏州、郑州成交则下滑显著。在需求基数减少、购房成本增加之下，成交将持续下滑。 

1、供应：环比减少 24%，一线城市环、同比皆锐减超六成 

10 月，房企推盘量大幅减少，30 个重点城市商品住宅新增供应量环比下降 24%，尤其是多数城市在

9 月供应量创下新高后，下降幅度颇大。其中，一线城市 10 月商品住宅供应量较上月减少 63%,北、上、

广、深新增供应同环比全部下滑，广州供应量环比锐减 72%，而 45 万平方米的供应面积远低于今年以来

的平均值；二、三线城市整体供应为 2070 万平方米，环下滑 18%,仅 6 个城市供应量环比上涨，如杭州、

厦门、无锡和武汉等，主要是这些城市 9 月份供应量处于相对低位。相比之下，大部分城市供应量均同、

环比下跌，佛山、常州跌幅超过 6 成。值得注意的是，郑州 10 月供应量虽环比下滑 19%，但绝对量依旧

处在较高位臵，同比涨幅仍高达 187%，这与政府要加大供应、调节市场价格的政策导向不无关系。 

表：2016 年 10 月全国 28 重点城市商品住宅供应表   （单位：万平方米） 

能级 城市 10 月供应量 环比 同比 能级 城市 10 月供应量 环比 同比 

一线 

北京 25  -63% -61% 

二三线 

杭州 80  64% -7% 

上海 40  -43% -77% 昆明 60  -14% 58% 

广州 45  -73% -45% 佛山 57  -68% -52% 

深圳 38  -55% -36% 南宁 51  -36% -46% 

合计 148  -62% -61% 东莞 50  -61% -14% 

二三线 

重庆 290  337% 31% 大连 40  -16% -8% 

武汉 222  62% 69% 无锡 39  39% 145% 

成都 177  -28% 19% 南昌 26  -59% -11% 

天津 175  17% 95% 宁波 13  -75% -59% 

郑州 129  -19% 196% 福州 12  -30% -10% 

南京 115  -6% -31% 常州 12  -62% -51% 

济南 115  -21% 37% 厦门 10  120% -70% 

青岛 115  -30% -26% 苏州 5  -96% -93% 

长沙 95  -48% -3% 合计 2070  -18% 7% 

长春 92  -19% 17% 
合计 2218  -24% -4% 

沈阳 90  -52% 39% 

备注：上表中城市供应数据为新申请预售证面积，本月根据 27 日左右数据预估得到，重庆市数据为商品房数据 
资料来源：CRIC2016 

2、成交：环比下跌 15%，郑州、苏州等 7 城跌幅超 40% 

在部分城市成交回暖后，10 月多城政策频出，政策转向偏紧以及供应萎缩，市场观望情绪逐渐放大， 

10 月 28 个重点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量环比下跌 15%，部分城市成交规模均不及今年月平均值。但同比来看，

郑州、苏州等 7 城成交锐减超 40%，四季度仍将下滑  

 

 



仅有 4 成城市成交较去年下跌。 

其中，一线城市成交量环比下滑 9%，近期北、上、广、深均出台楼市新政，尤其是北京，9 月 30 日

出台新政之后，成交量环比下跌 4 成，同比下滑 6%。上海在强调严厉执行“3.25”新政以及严查资金之

下，成交环则比下滑 18%。另外，深圳在“限购”、“限贷”升级之下，成交量却环比增长 5 成，同比下滑

12%，一方面是此前基数较低，另一方面是“末班车”效应所致。相比之下，广州表现亮眼，成交保持上

升势头同时再创新高，达到 180 万平方米。二、三线城市成交较为分化， 26 个重点城市商品住宅共计成

交 2870 万平方米，环比下跌 16%，同比上涨 14%，仍有 7 成城市成交量高于今年月平均水平。 

具体来看，除一线城市以外，二、三线近 20 多个城市在三季度末出台“限购”、“限贷”政策，短期

来看，政策出台后多数城市成交应声下跌，仅部分城市成交上涨，城市间分化显著。第一，济南、苏州、

无锡、郑州成交环比跌幅较大，跌幅基本均在 5 成以上，苏州在此前政策叠加之下，成交量仅为 41 万平

方米，环比下滑 59%，创下近一年新低，而郑州在新政出台后，大多数楼盘选择封盘，成交规模仅高于今

年 2 月份，为今年次低。另外，例如南京、佛山、杭州成交环比皆有不同程度下滑。第二，南昌、南宁政

策对市场影响平平，南昌 10 月成交量同、环比涨幅均超过 5 成，成交量创下单月成交新高，仅在政策发

布当日和次日，成交已经突破 35 万平方米；南宁 10 月成交 106 万平方米，环比上涨 32%，成交为今年

以来最高值，但同比较去年略低 4%。第三，没有出台新政的城市走势不一。成都、宁波、天津市场成交

持续上涨，长沙、沈阳、长春等城市成交环比下跌，长沙在 9 月成交走高后回落至正常水平，沈阳、长春

则受制于高库存。 

总体来看，国庆新政密集出台之后，热点城市基本均受其影响，供应萎缩之下，成交量均有较大幅度

下滑，仅个别城市因“末班车效应”导致成交增长。短期来看，“限购”“限贷”对市场起到一定震慑作用，

未来成交量继续下滑为大概率事件。 

表：2016 年 10 月全国 28 重点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量表   （单位：万平方米） 

能级 城市 
10 月成

交量 
环比 同比 

较 2016 年

月平均 
能级 城市 

10 月成

交量 
环比 同比 

较 2016 年

月平均 

一线 

北京 81  -41% -6% -23% 

二三

线 

南昌 94  51% 56% 68% 

上海 85  -18% -44% -33% 昆明 90  48% 44% 44% 

广州 180  11% 68% 38% 济南 86  -58% -26% -36% 

深圳 53  53% -12% 27% 东莞 85  -21% 20% 26% 

合计 399  -9% -1% -1% 宁波 85  15% 72% 41% 

二三

线 

成都 276  21% 56% 18% 长春 77  -16% 14% 10% 

天津 225  18% 47% 17% 常州 66  -28% 53% 15% 

重庆 220  31% 4% 36% 郑州 60  -76% -48% -56% 

青岛 219  5% 103% 33% 大连 59  8% 44% 11% 

长沙 215  -24% 73% 41% 无锡 46  -50% -19% -47% 

武汉 197  0% -17% -19% 苏州 41  -59% -70% -49% 



佛山 175  -27% 38% 5% 福州 35  3% 43% 32% 

杭州 160  -33% 37% -5% 厦门 9  -37% -71% -64% 

沈阳 150  -9% -3% 28% 合计 2870  -16% 14% 5% 

南宁 106  32% -4% 35% 
总计 3269  -15% 12% 4% 

南京 95  -39% -24% -34% 

备注： 重庆市数据为商品房数据，9 月数据为 25 号数据预估所得，与实际成交有差别 

资料来源：CRIC2016 

3、库存：超 7 成城市库存仍在下降，但多数城市消化周期上升 

10 月多数城市供求比均有所下降，仅南京、厦门、长春、武汉等 7 个城市供求比在 1 之上，郑州更

是到达 2.2；而北京、广州、南昌、佛山等城市供求比仅为 0.3，市场供远小于求。尽管成交下滑，但基于

多数城市供求比仍小于 1，重点城市库存并未明显增加，超过七成城市库存环比下降，其中上海、南昌库

存环比降幅分别为 27%和 22%，仅深圳、成都等城市同比增长。 

重点城市商品住宅消化周期环比跌多涨少。一线城市中仅北京环比上涨，而深圳随着成交回暖，消化

周期降至 16.9 个月。二、三线城市中，此前热点城市如南京、厦门等消化周期环比上升，南京 10 月下滑

周期为 2.2 个月，环比上涨 23%，同比仍就下滑近 6 成，按照 2.2 个月的消化周期来看，当前市场仍是一

房难求。 

表：2016 年 10 月全国 28 个重点城市商品住宅供求比、存量及消化周期（单位：万平方米） 

城市 10 月供求比 上月供求比 
库存量 消化周期 

10 月库存 环比 同比 10 月消化周期 环比 同比 

北京 0.3  0.5  764  -7% -29% 6.7  6% -38% 

上海 0.5  0.7  125  -27% -85% 1.0  -17% -83% 

广州 0.3  1.0  705  -16% -25% 4.5  -26% -51% 

深圳 0.7  2.4  646  -2% 28% 16.9  -17% 84% 

南京 1.2  0.8  274  8% -59% 2.2  23% -60% 

杭州 0.5  0.2  616  -11% -43% 3.3  -9% -67% 

沈阳 0.6  1.2  2610  -2% -12% 17.9  -13% -28% 

宁波 0.1  0.7  269  -21% -48% 3.7  -32% -67% 

南昌 0.3  1.0  244  -22% -29% 3.6  -39% -46% 

厦门 1.1  0.3  193  1% -36% 14.5  38% 46% 

无锡 0.9  0.3  474  -1% -50% 6.0  8% -67% 

青岛 0.5  0.8  1708  -6% -21% 8.2  -14% -55% 

长春 1.2  1.2  1018  1% -14% 12.6  0% -22% 

福州 0.3  0.5  203  -10% -32% 6.3  -23% -51% 

长沙 0.4  0.6  886  -12% -32% 4.0  -23% -66% 

大连 0.7  0.9  1103  -2% -19% 19.5  3% -24% 

武汉 1.1  0.7  1007  3% -25% 4.5  7% -30% 

重庆 1.3  0.4  1114  7% -21% 6.4  -14% -18% 

常州 0.2  0.3  270  -17% -55% 3.9  -21% -73% 

济南 1.3  0.7  828  4% -13% 6.1  22% -39% 

南宁 0.5  1.0  587  -9% -26% 6.7  -18% -30% 



苏州 0.1  1.2  625  -5% -3% 9.9  0% 79% 

昆明 0.7  1.1  589  -5% -24% 7.7  -20% -41% 

成都 0.6  1.1  2270  -4% 19% 8.9  -9% -17% 

郑州 2.2  0.6  394  21% -42% 2.2  44% -70% 

天津 0.8  0.8  1784  -3% -35% 8.7  -9% -58% 

佛山 0.3  0.7  854  -12% -26% 4.4  -11% -54% 

东莞 0.6  1.2  468  -7% -28% 6.0  -9% -24% 

资料来源：CRIC2016 

 

4、成交结构：中等户型占比上升，京沪中高档产品成交占比回落 

从价格段分布看，本月北京、上海中高档产品占比回落，深圳中档以下产品成交占比接近零点。上海

中高档产品成交占比环比下降了 4 个百分点。北京中档产品成交占比上升，成为本月成交占比最大的一类

产品；深圳中低档产品成交占比持续回落，本月低档、中低档产品成交占比合计只有 1%。 

图：京沪深 2016 年 9 月、10 月商品住宅成交价格比重 

 

注：10 月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CRIC2016 

从面积段结构看，中等户型成交占比持续增加，深圳大户型产品成交占比大幅回落。本月上海 144-200

平方米产品成交占比下滑，而 200 平方米以上大户型产品成交占比相应上升；北京 120-144 平方米、200

平方米以上面积段成交占比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余面积段占比相应回落；深圳 200 平方米以上大户型产

品成交占比大幅下滑，本月成交占比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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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京沪深 2016 年 9 月、10 月商品住宅成交面积段比重 

 

注：10 月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CRIC2016 

5、小结：四季度成交下滑不可避免，未来仍需关注信贷层面 

四季度伊始，市场成交未能延续 9 月份回暖势头，在密集政策调控下，多数城市供应、成交均出现不

同程度下滑，尤其是已经出台政策热点城市，成交量下滑显著，但南昌、惠州、深圳等城市在新政之下成

交仍延续上涨势头，这与政策出台后购房者集中入市不无关系。整体来看，市场已经出现高位回落的势头。 

考虑到国际环境等因素货币政策不会大转向，但房地产行业资金将会定向收紧调控。另外，本轮调整

的最终目的是控制“疯炒“的地价、房价，一旦地价没有明显回落，预计接下来还会有更严厉的政策出台。

因此，整体来看，四季度成交下滑已成定局，绝对量将维持一到两个季度低位。限购令的“回归“直接削

减了需求基数，限贷升级则加大购房成本，预计购房者观望情绪将愈发浓郁，四季度成交量下滑已成定局，

尤其是和去年四季度相比，大幅下滑不可避免。而从以往深圳和苏州市场经验看，一旦调控到位，接下来

成交绝对值会保持一到两个季度的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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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中国城市住房（一手房）价格 288 指数为 1265.4 点，指数较上月上升 17.4 点，环比上

涨 1.39%，涨幅较上月缩小 0.37 个百分点，同比涨幅为 14.83%。 

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域中，一手房价格指数环比下跌的区域数为 7 个，较上月减少 2 个。而天津、

上海、北京、福建省、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

治区、湖南省、安徽省、山东省、海南省、吉林省、河南省、江西省、辽宁省和重庆等 24 个省级行政区

域一手房价格指数环比有小幅上升。 

月内限购、限贷政策在一、二线城市的大面积铺开，大大提高了投资性需求的购房门槛，而“限价令”

政策的蔓延，更是直接限制了房价继续上升空间。受此影响，热点城市楼市明显降温，案场来电来访量显

著下滑，288 房价指数涨幅明显收窄。 

图：各城市一手房交易价格指数变化表 

 

数据来源：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 

分城市能级来看，一线城市本月房价环比增幅都低于 2%，各市房价增速均现回落，其中上海房价环

比指数变动最大，环比增幅跌至 1.09%，较 9 月份下降了 2.85 个百分点；深圳房价环比指数最低，仅较

上月环比上涨 0.04%；广州则成为了房价增速最快的一线城市，房价环比增速达到了 1.77%。 

二线城市方面，本月超过半数城市房价环比指数出现下滑。合肥环比指数出现大幅回落，本月环比增

幅仅为 1.36%，较 10 月份下滑 4.02 个百分点，南京、厦门、天津、福州等三季度市场火热的城市房价环

比涨幅也出现较大下滑，降幅均在 2 个百分点以上；而呼和浩特、哈尔滨等城市则有所升温，本月房价环

比涨幅分别为 2.18%和 1.55%，重归正增长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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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 1102 0.31% 1.41% 

2015.11 1105.4 0.30% 2.00% 

2015.12 1109.7 0.39% 2.60% 

2016.01 1117.1 0.67% 3.39% 

2016.02 1126.8 0.86% 4.34% 

2016.03 1139.8 1.15% 5.56% 

2016.04 1157.1 1.52% 7.17% 

2016.05 1175.7 1.61% 8.84% 

2016.06 1193 1.47% 10.13% 

2016.07 1209.1 1.35% 11.06% 

2016.08 1226.4 1.43% 12.14% 

2016.09 1248 1.76% 13.61% 

2016.10  1265.4 1.39% 14.83% 

中住 288 指数涨幅放缓，合肥等热点城市房价涨幅回落 

 



在经历了密集调控收紧之后，10 月份一、二线城市一手房价格指数显著降温，如合肥、南京房价环比

指数均现大幅下滑，但对于大部分热点城市而言，供不应求的现状并没有真正反转，故此房价指数由涨转

跌的可能性不大，四季度仍将保持在高位运行。但具体到城市角度，对于部分以投资性需求为主的远郊板

块，受需求退出、行政限令干预推案价格等因素影响，短期内的价格性风险仍然不容忽视。 

表：2016 年 10 月一、二线城市一手房交易价格指数 

  城市 指数 环比 同比 城市 指数 环比 同比 

一线 
北京 1657.7  1.83% 25.77% 上海 1906.4  3.94% 37.99% 

广州 1509.7  1.95% 20.23% 深圳 1824.7  0.65% 25.18% 

二线 

长春 1132.5  -0.21% 6.59% 南宁 1242.2  0.39% 8.73% 

长沙 1223.0  0.73% 11.03% 宁波 1233.7  2.49% 14.91% 

成都 1171.1  0.97% 4.57% 青岛 1198.8  2.13% 12.10% 

大连 983.0  -2.17% 1.45% 沈阳 1108.5  -0.08% 8.07% 

福州 1631.2  4.81% 28.94% 石家庄 1060.0  2.56% 9.98% 

贵阳 1050.4  -0.63% 3.23% 苏州 1704.3  0.86% 46.57% 

哈尔滨 968.1  -2.99% -1.96% 太原 1120.4  0.63% 1.38% 

海口 1160.3  0.60% 0.17% 天津 1643.3  5.20% 36.26% 

杭州 1334.6  4.18% 28.61% 乌鲁木齐 969.5  1.29% -10.38% 

合肥 1900.6  5.38% 44.69% 武汉 1679.4  4.46% 31.40% 

呼和浩特 854.2  -1.35% -3.93% 西安 960.3  0.36% -0.89% 

济南 1405.7  4.93% 19.63% 西宁 1079.5  -2.03% -9.47% 

昆明 1000.6  -0.09% 4.86% 厦门 2130.0  3.73% 43.70% 

拉萨 1232.3  1.16% 4.93% 银川 983.2  0.56% -0.19% 

兰州 984.7  1.47% 2.78% 郑州 1414.0  4.98% 16.03% 

南昌 1317.8  2.58% 10.18% 重庆 1190.1  0.46% 7.20% 

南京 1844.1  5.32% 48.66% 

    注：2013 年 1 月=1000 

数据来源：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 

  



 

 

 

10月多省市接连出台土地调控新政，一方面加强土地交易资金监管，另一方面，多省市发布土地限价

令，北京更是率先试点“限房价、竞地价”出让方式。 

1、成交：土地成交规模刷新年内新低，平均溢价率降至 56.8% 

10月，CRIC监测的300城经营性土地成交226幅，环比下降38%，成交建面2092万平方米，环比下跌

43%，成交总价805亿元，环比骤降67%。虽然四季度乃土地成交高峰期，但是本月土地成交规模不增反

跌，创造今年以来最低点。一方面，多个城市土地政策有所调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供地计划。

譬如福建省出台土地限价令，要求土地溢价率超过一定比例中止拍卖，转而采用“限地价、竞房价”或“限

地价、竞配建”等方式出让。北京更是先行先试，海淀区和大兴区4宗住宅用地将试点采用“限房价、竞

地价”的交易方式挂牌出让。另一方面，个别城市土拍被紧急叫停，广州一周之内中止出让南沙区、增城

区3宗宅地。 

土地平均溢价率56.8%，环比减少34.2个百分点。主要还是受上月较高基数影响，9月份南京、苏州、

合肥等热点一、二线城市土地成交明显放量，地王数量进一步攀升至64宗，再创年内新高。随着热点一、

二线城市土地成交规模明显缩减，平均溢价率缓步回落至正常水平。各能级城市土地溢价率均有不同程度

的回落，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土地溢价率骤降至23.5%，环比减少130个百分点。仅南通、佛山成交数宗高溢

价地块，更多的三四线城市受困于高库存风险，土地市场持续低迷，底价成交已成市场常态。 

图：300 城经营性用地月度成交情况 

  
数据来源：CRIC 

2、分布：各能级城市成交规模明显回落，后两月回升可期 

10月，各能级城市土地成交规模同、环比均有所回落。其中，一线城市土地成交建面68万平方米，环

比下降38%，同比下降81%；二线城市土地成交建面1687万平方米，环比回落39%，同比回落9%；三、四

线城市土地成交建面337万平方米，环比下跌59%，同比下跌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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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成交总价（亿元） 成交楼板价（元/平方米）

成交规模创年内新低，溢价率高位回落至 57% 



具体来看，一线城市土地成交建面仅有68万平方米，北京、上海和广州成交量都维持在较低水平，深

圳连续两月无土地出让。值得一提的是，北京9.30调控新政后，大兴区亦庄板块成功出让一宗自住型商品

房用地，最终该宗地一级开发商博大新元总价21.1亿元竞得，楼板价20824元/平方米，相较于2.3万/平方

米销售限价，项目盈利空间着实受限，甚至保本都不容易，足以印证北京土地市场高热程度。 

二线城市土地成交建面大幅回落至1687万平方米，杭州、武汉等多个二线城市成交量明显回落，环比

跌幅超70%，南京、苏州更是无土地成交。成都、天津和重庆土地成交相较活跃，成交建面都在100万平

方米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土地出让金飙升至224亿元，环比大增70%，平均溢价率多达144%。因环

城四区并不受限购、限贷政策影响，土拍竞争愈加激烈，东丽区、西青区再次成交多宗高溢价地块，空港

经济区3宗纯宅地溢价率均在500%左右，土地市场热度可见一斑。 

三、四线城市土地成交建面337万平方米，仅次于今年7月份，为年内第二低点。受制于高库存风险，

多数三四线城市大幅调降供地指标，成交建面不足10万平方米。常州土地成交明显放量，天宁区、武进区

和钟楼区合计成交27宗经营性土地，建面多达156万平方米。不过，常州土拍竞争不甚激烈，低溢价率乃

至底价成交渐成常态，平均溢价率仅有0.5%。反观，环一线城市周边的三四线城市土地市场持续高热，佛

山顺德区、南通港闸区多宗地溢价率均超100%。 

我们认为当下土地成交规模骤降至极低水平并非市场常态，鉴于热点一、二线城市年初制定的供地指

标完成情况不甚理想，合肥、南京、南昌等市已经明确发文要求加大供地力度。以南昌为例，四季度计划

再推30宗商住用地，总面积逾180万平方米，相当于前三季度供应用地面积的1.2倍，预计后两月全国土地

成交规模将稳步回升至正常水平。 

表： 2016 年 10 月各能级及十大重点城市经营性用地成交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亿元、元/平方米 

城市能级 成交建筑面积 成交金额 成交均价 

（重点城市） 10 月 同比 环比 10 月 同比 环比 10 月 同比 环比 

一线 68.20 -81% -38% 59.37 -86% -49% 8705 -26% -18% 

北京 10.13 -93% 379% 21.10 -93% 402% 20824 8% 5% 

上海 36.79 -70% -66% 22.36 -72% -80% 6079 -8% -42% 

广州 21.28 -76% — 15.90 -70% — 7474 27% — 

深圳 0.00 — — 0.00 — — — — — 

二线 1687.04 -9% -39% 604.24 -2% -67% 3582 7% -46% 

成都 238.13 161% 103% 35.82 236% 47% 1504 29% -28% 

杭州 11.91 -88% -77% 3.85 -96% -94% 3231 -68% -74% 

南京 0.00 — — 0.00 — — — — — 

天津 127.50 64% -26% 223.59 251% 70% 17536 113% 130% 

武汉 18.91 -93% -87% 11.81 -83% -74% 6246 128% 94% 

重庆 135.21 — -39% 24.23 — -13% 1792 — 43% 

三四线 336.63 -73% -59% 141.44 -31% -72% 4202 154% -31% 

数据来源：CRIC 



3、重点地块：榜首及门槛持续走低，天津多宗地入围总价、单价 T0P10 

10月，因热点一、二线城市土地成交不振，总价、单价榜单榜首和门槛进一步回落。总价TOP10方面，

本月入榜门槛为美的夺下的宁波鄞州新城区陈婆渡东地段YZ09-09-c5/C7地块，总价15.39亿元，环比下

降62%，榜首为平安竞得的津西青（挂）2016-02号地块，总价76亿元，环比下降28%。 

单价TOP10方面，入榜门槛为常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摘得的常州天宁区QL-080408地下空间地块，楼板

价12057元/平方米，环比回落56%，榜首为金隅竞得的津滨保（挂）2016-5号地块，楼板价32528元/平

方米，环比回落22%。天津环城四区土拍竞争愈加激烈，东丽区、西青区共有5宗地跻身总价、单价TOP10。

值得关注的是，金隅股份57.5亿元连拿空港经济区3宗纯宅地，楼板价都超3万/平方米，位居单价榜单前

三名。 

表：2016 年 10 月成交土地总价排行榜 

排名 城市 地块名称 
成交价 

（亿元） 

1 天津 津西青（挂）2016-02号 76.00 

2 天津 津西青（挂）2016-03号 74.50 

3 合肥 长丰县 CF201612号地块 32.20 

4 北京 经济技术开収区 II-6街区 X84R3地块 21.10 

5 天津 津滨保（挂）2016-5号 19.60 

6 天津 津滨保（挂）2016-4号 19.50 

7 天津 津滨保（挂）2016-3号 18.40 

8 南宁 高新区 GC2016-065地块 18.23 

9 佛山 顺德区 TD2016（SD）WG0021 17.52 

10 宁波 鄞州新城区陈婆渡东地段 YZ09-09-c5/C7地块 15.39 

数据来源：CRIC 

 

表：2016 年 10 月成交土地单价排行榜 

排名 城市 地块名称 
楼板价 

（元/平方米） 

1 天津 津滨保（挂）2016-5号 32528 

2 天津 津滨保（挂）2016-4号 31751 

3 天津 津滨保（挂）2016-3号 31498 

4 天津 津西青（挂）2016-03号 22628 

5 上海 青浦区西虹桥蟠臻路西侧 27-04地块 21986 

6 北京 经济技术开収区 II-6街区 X84R3地块 20824 

7 天津 津西青（挂）2016-02号 20417 

8 合肥 高新区 SHX-4-1号地块 16154 

9 宁波 宁波东部新城核心区以东片区 A1-2-b#地块 13886 

10 常州 天宁区 QL-080408地下空间地块 12057 

注：上海地块均为名义楼板价 

数据来源：CRIC 

  



（1）天津：平安总价 76 亿摘得津西青（挂）2016-02 号，环城四区诞生新的总价地王 

宗地概况 

区域 西青区 详细交易方式 挂牌 

所属板块 张家窝板块 地块属性 商住 

总用地面积（万平方米） 19.21 成交总价（亿元） 76.00 

总建面积（万平方米） 37.22 楼板价（元/平方米） 20417 

成交日期 2016-10-12 溢价率 99% 

受让方 平安 

数据来源：CRIC 

10月12日，天津西青区张家窝板块一宗商住用地挂牌出让，吸引万科、保利、金地、中海、中粮、中

冶、华润、中骏、正荣、旭辉、禹洲、金隅、华远、天一、龙湖、平安及恒大等17家房企参与土拍。最终，

经过80轮竞价，平安总价76亿元夺下，溢价率99%，楼板价20417元/平方米，创造了环城四区新的总价地

王。 

该宗地距离地铁3号线杨伍庄站仅300米，可谓是地铁上盖，交通出行便捷。相较于板块内在售竞品，

地理位臵更为靠近市区，拍出高价也属自然现象。得益于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持续推进，天津南站将建

设成为面向京津冀的综合交通枢纽，届时将带来大批人流、物流。目前，天津南站高铁商务区尚处规划统

筹阶段，参照上海虹桥高铁商务区、广州番禺高铁商务区发展进程，天津南站高铁商务区远期发展前景值

得期待，张家窝板块价值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天津：金隅单价 3.3 万/平方米进驻空港经济区，刷新环城四区单价地王纪录 

宗地概况 

土地地址 东丽区 详细交易方式 挂牌 

所属板块 空港板块 地块属性 纯住宅 

总用地面积（万㎡） 4.02 成交总价（亿元） 19.60 

总建面积（万㎡） 6.03 楼板价（元/平方米） 32528 

成交日期 2016-10-26 溢价率 521% 

受让方 金隅 

数据来源：CRIC 

10月26日，津滨保（挂）2016-5号地块挂牌出让，吸引万科、保利、金地、远洋、联发、正荣、首创、

华润、龙湖、景瑞、东亚新华、华侨城、金隅、天保等14家房企参与土拍。最终，金隅总价19.6亿元竞得，

溢价率521%，楼板价32528元/平方米，问鼎环城四区新的单价地王。 

天津土地市场最为火热的区域当属市内六区和环城四区，9.30新政落地后，非本地户籍家庭在市内六

区购房实行限购、限贷政策，进一步抬升了环城四区土地市场热度。该宗地位于空港经济区，得益于自贸

区建设持续推进，叠加轨道交通Z2线规划利好，土地确实存在一定的升值潜力。不过，地价显著超出市场



预期，楼板价高达3.25万/平方米以上，保本售价预计5-6万/平方米，周边竞品复地湖滨广场、意境兰庭售

价仅2万/平方米，项目开发前景不容乐观。 

4、本月小结：加强土地交易资金监管，将成为土拍降温的杀手锏 

10月，土地市场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点：其一，土地成交规模掉头向下，刷新年内新低，远不及市

场预期；其二，热点一、二线城市土地成交低迷，溢价率大幅回落，热点城市不限购区域土拍竞争激烈，

天津环城四区多宗地入围总价、单价TOP10；其三，土地资金监管力度明显增强，福建省严禁债券、信托、

资产管理资金用于支付土地出让价款，上海更是要求承诺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否则将取消竞买或竞

得资格，并且三年内严禁参与招标拍卖出让活动。 

国庆前后22城密集出台调控新政，落地限购、限贷政策的城市明显增多，个别城市更是升级了原先的

限购、限贷政策，并且土地资金监管愈加严苛，足以彰显中央及地方政府对于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深度调

控的决心。虽然，现有货币政策未见明显转向信号，但房地产资金面收紧尤其是企业拿地资金严格监管已

是不争事实，这将成为热点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降温利器。 

 

  



 

资料来源：政府网站 

日期 
出台

部委 
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10月

1日 

天津

市政

府 

《关亍进一步促进

我市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収展的实施

意见》 

本市将实施区域性住房限购，强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即在本市拥有 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

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市内六区和武清区范围内再次购买住房，包括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对在市内六区和武清区范围内购买首套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申请商业贷款首付比例丌低

亍 40%。 

10月

1日 

成都

市人

民政

府办

公厅 

《关亍促进我市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収展的若干措施》 

成都高新区、成都天府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新都区、

温江区、双流区、郫县范围内实行住房限购，同一身仹自然人、法人只能新购买 1套商品住房（法

人单位经审查确属用自有资金购买商品住房丏用亍职巟自住的除外）。严格执行住房限购地区信

贷政策，购买二套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丌低亍 40%。 

10月

4日 

 

深圳

市人

民政

府办

公厅 

《关亍进一步促进

我市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収展的若干

措施》 

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含部分家庭成员为本市户籍居民的家庭）继续执行限购 2套住房的政策；本

市户籍成年单身人士（含离异）在本市限购 1套住房；能提供自购房之日起计算的前 5年及以上

在本市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戒社会保险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 1套住房；对境外机极

和个人购房，严格挄照有关政策执行。购房时间的讣定，以在本市房地产主管部门信息系统网签

购房合同的时间为准。 

10月

4日 
苏州 —— 

在苏州市区(含吴江区)、昆山市、太仓市范围内，居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申请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丌低亍 30%；对亍有购房贷款记彔、但申请贷款购房时实际没有住房，

以及有 1套住房、但没有购房贷款记彔戒相应购房贷款已结清的居民家庭，最低首付款比例由丌

低亍 30%调整为丌低亍 50%。对亍拥有 1套住房丏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的，再次申请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购买普通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将由丌低亍 50%调整为丌低亍 80%。而对亍拥有两

套及以上住房的居民家庭，银行将暂停収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10月

5日 

南京

市人

民政

府办

公厅 

—— 

（一）对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申请购买首套住房时，应提供自购房之日起前 2年内在南京累计缴

纳 1年及以上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戒社会保险（城镇社会保险）缴纳证明。（二）本市户籍成年

单身人士（含离异）在本市限购 1套住房。（三）进一步加大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力度。 

10月

5日 

厦门

市人

民政

府办

公厅 

—— 

对拥有 2套及以上住房的厦门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拥有 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厦门本市户籍居民家

庭；无法提供购房之日前 3年内在本市逐月连续缴纳 2年以上个人所得税戒社会保险证明的非厦

门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三种类型居民家庭，暂停向其销售建筑面积 180平米及以下的商品住房。

此外，对亍购房人家庭名下有一笔住房贷款未结清，再申请贷款购买普通商品住房的，首付款比

例丌低亍 60%，再申请贷款购买非普通商品住房的，首付款比例丌低亍 70%。 

10月

6日 

东莞

市人

民政

府办

公室 

《关亍进一步促进

我市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収展的若干

意见》 

自 10月 7日起，在东莞行政区域内，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向其销

售新建商品住房；对拥有 1套住房、无法提供购房之日前两年内在本市逐月连续缴纳 1年以上个

人所得税戒社会保险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以及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

庭，暂停向其销售新建商品住房。 

10月

6日 

福州

市人

民政

府办

公厅 

—— 

10月 7日起，将实施商品住房限购政策，对三种类型居民家庭，暂停向其销售本市五城区范围

内建筑面积 144平方米及以下的商品住房。对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购买首套商品住房的居民家

庭，拥有本市五城区户籍的家庭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丌低亍 30%;非本市五城区

户籍居民家庭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丌低亍 40%。对拥有 1套住房丏相应贷款未

结清的本市五城区户籍家庭购买第 2套商品住房，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丌低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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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政府网站 

10

月 6

日 

珠海 

《关亍进一步促进

我市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収展的若干

意见》 

即日起，珠海执行住房限购政策，对以下类型居民家庭，暂停在全市范围内向其销售建筑面积 144

平方米及以下的普通住房：1.拥有 3套及以上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2.拥有 1套及以上的非本市

户籍居民家庭；3.无法提供购房之日前在本市逐月连续缴纳 1年以上个人所得税戒社会保险证明

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 

10

月 6

日 

惠州市

政府办

公室 

《关亍进一步加强

我市房地产市场监

督管理巟作的通

知》 

叏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前，房地产开収企业丌得以仸何形式对外销售商品房，丌得不购房人签订

商品房讣购书戒以仸何形式收叏购房人的意向金(诚意金)、定金。房地产开収企业要在叏得预售许

可后 10日内一次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对外销售，幵在公开销售 24小时之前挄照“一套一标”的

方式明码标价。 

10

月 7

日 

南京市

国土部

门 

—— 

南京市国土部门计刉在年底前再推出约 30幅地块，用地总面积约 180公顷，其中住宅用地约 100

公顷。另外研究制定了南京市 2016-2018年三年商品住宅用地供应计刉，具体为 2016年 500

公顷，2017年 530公顷，2018年 560公顷，合计 1590公顷，将为今后南京市土地市场供应提

供充足土地，同时也为今后全市商品住宅持续丌断上市奠定基础。 

10

月 7

日 

佛山市

政府办

公室 

《关亍进一步促进

我市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収展若干措

施的通知》 

佛山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拥有 2套及以上住房的，暂停向其销售上述区域的新建商品住房；

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没有住房的，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新建商品住房。非本市户籍居民

家庭在本市拥有 1套住房的，在上述区域购买第二套新建商品住房时，需提供购房之日前 2年内

在本市累计缴纳 1年以上的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戒社会保险缴纳证明，通过补缴的个人所得税戒

社会保险缴纳证明丌予讣定；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拥有 2套及以上住房的，暂停向其销售

上述区域的新建商品住房。 

10

月 7

日 

上海市

人民政

府 

—— 

10月 8日起，上海全面实施丌劢产统一登记制度。届时，房地产登记由丌劢产登记替代，房地产

权证书和登记证明停止収放，颁収《丌劢产权证书》和《丌劢产登记证明》。该制度实施前依法

核収的各类丌劢产权属证书、登记证明继续有效，权利丌发劢，证书丌更换。各区现有的房地产

交易大厅调整为丌劢产交易登记大厅，市民可前往办理丌劢产登记业务。 

10

月 8

日 

南昌市

政府 

《关亍促进我市房

地产市场持续平稳

健康収展的若干意

见》 

南昌将从加大住宅用地供应力度、实行区域性住房限购、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加强住房金

融监管和市场监管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控。新政由収布之日起实施。根据新政，在东湖区、西湖区、

青于谱区、青山湖区、南昌经济技术开収区、南昌高新技术开収区、红谷滩新区等部分区域，暂

停向在市区已拥有 1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出售新建商品住房；暂停向在市区已拥有 1套

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出售新建商品住房和存量住房。 

10

月 8

日 

上海市

住房城

乡建设

管理委

员 

《关亍进一步加强

本市房地产市场监

管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収展的意

见》 

进一步加大商品住房用地供应力度,进一步加强商品住房用地交易资金来源监管,进一步加强新建

商品住房预销售管理,严厉查处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觃行为,全面实行存量住房交易资金监管制度,加

强政策解读和宣传 

10

月 8

日 

合肥市

房地产

管理局 

“住房限购查询实

施细则” 

觃定当前凡在合肥市区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购房人和存量住宅，必须先查询购房者本人、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信息。购房人、开収企业和经纨机极如有弄虚作假等行为将承担相

应责仸。而房地产管理部门巟作人员若玩忽职守，将挄有关觃定追究行政责仸，极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刈事责仸。 

10

月 8

日 

济南市

城乡建

设委员

会 

—— 
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打击违觃炒房行为，自 8日起济南市将执行新觃定，对亍已在网上签订商

品房买卖合同的，除房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等 7种情形外，丌得撤销戒发更合同信息。 

10

月 8

日 

福州市

人民政

府办公

厅 

《福州市加快商业

办公房地产去库存

若干意见》 

明确挃出在严控商业用地觃模和结极的同时，提出凡是在福州五城区新建商业办公房地产的，由

财政挄所缴契税等额给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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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政府网站 

10

月 8

日 

合肥市房

产局 
—— 

购买该市市区新建商品住房的居民家庭名下房产查询包括购房者本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由

该局产权监理处商品房管理科负责具体实施。市区户籍购房者需提供家庭成员身仹证明、户籍

证明以及婚姻证明等相关材料(核验原件，收缴复印件)；非合肥户籍购房人，除上述资料外，还

须提供在购房之日前 2年内在市区逐月连续缴纳 1年以上的个人所得税戒社会保险证明原件。 

10

月 9

日 

中国人民

银行武汉

分行、湖北

省银监局 

—— 

江岸、江汉、硚口、汉阳、武昌、青山、洪山区以及东湖新技术开収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収区(丌

含汉南)、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述 10个区域内，在武汉无房居民家庭，最低首付比例由此前

的 25%提高至 30%；拥有一套住房的武汉居民家庭，购买第二套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为

50%；在汉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武汉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収放贷款；在汉拥有 2套及以上

住房的本市户籍家庭，暂停収放贷款。 

10

月

12

日 

珠海市収

展和改革

局 

《关亍我市商品

房销售价格备案

的通知》 

从 2016年 10月 6日起，珠海全市区域内，新建商品房在销售（预售和现楼销售）前，必须办

理价格备案。房企需要申报每套房屋的价格，“一套房一标价”，幵对申报价格有“两个挃导

性觃定”，明确了“丌明码标价、丌履行价格承诺、价格欺诈、串通合谋涨价”等六种行为均

属价格违法行为。 

10

月

13

日 

合肥市国

土资源局 

《关亍合肥市丌

劢产权登记执行

住房限购政策有

关事项的通知》 

“限购令”后，本市户籍买二手房需要审查户口簿，而实际操作中对二手房以纳税时间为准的

觃定有所放松，只要有限购前签订的网签合同和定金转账记彔可以继续缴税过户。 

10

月

14

日 

上海市住

建委等部

门 

《上海市共有产

权保障住房供后

管理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觃定，购房人、同住人叏得房地产权证满 5年，可以购买政府产权仹额，也可以上市

转让共有产权保障住房；上市转让共有产权保障住房的，区政府挃定的住房保障机极在同等条

件下有优先购买权，上市转让戒者购买政府产权仹额后，住房性质转发为商品住房。 

10

月

16

日 

厦门 —— 

各房地产开収企业和中介机极，要严格对照《厦门市商品房销售企业自查表》的内容开展自查

自纠，主劢整改，接叐检查挃导。消费者如収现房地产市场相关企业的违法戒违觃行为，可向

市国土资源不房地产管理局丼报，丼报电话在各售楼处显著位置均有公示。10月 20日起，市

国土资源不房地产管理局将联合収改(物价)、市场监督、觃刉、建设、城市执法等部门，组成联

合巡查组，对在售商品房项目销售现场进行实地检查，重点检查自查自纠丌及时，群众丼报和

媒体曝光的商品房项目。 

10

月

17

日 

广州 

《广州市房地产

中介信用管理觃

定(意见稿)》 

加强房地产中介信用管理，保障交易当事人合法权益，建立覆盖全市范围内的网络监管平台。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将为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极和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办理信用信息

卡。卡内信息包括机极名称、经营地址、人员名称、照片、二维码等信息。 

10

月

19

日 

南京 —— 
所有参不南京市商住、住宅用地的竞买人，开収企业及其控股股东、集团成员企业丌得报名竞

买同一幅地块。同时，通过摇号叏得地块的竞买人也丌得参不同一批次剩余地块的摇号竞买。 

10

月

19

日 

央行上海

总部 
—— 

各商业银行要继续严格执行限贷政策，防止发相放松要求、打政策擦边球的情况，同时要继续

强化对首付资金来源的审查，加强居民收入证明真实性的审核，幵切实防范各类资金违觃流入

土地市场。会议还要求各商业银行密切关注房贷集中度，合理调整资产结极，积枀支持实体经

济，劤力推进供给侧结极性改革，把房地产调控和经济转型升级、风险防范统筹好。 

10

月

23

日 

江苏无锡 —— 
对个人新购买全装修成品商品住房，购房合同价中包含装修款项的，由本级政府对购房人给予

购房所缴纳契税 20%的补劣；购买商业办公用房契税补贴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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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政府网站 

10

月

25

日 

珠海 
《关亍执行房地产市场调

控政策操作细则的通知》 

珠海市经营性用地竞买保证金将由原来的 30%调整为 50%。住宅用地出让起始价及最高限

价将有所觃定。当住宅用地到达最高限价后，转为竞保障性住房面积。竞保障性住房面积

原则挄照住宅功能总建筑面积的 0.1%为增长幅度进行竞买。配建保障性住房建筑面积最多

者为竞得人。 

10

月

26

日 

四川 
《关亍加快培育和収展住

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明确允许改建房屋用亍租赁。允许将商业用房等挄觃定改建为租赁住房，土地使

用年限和容积率丌发，土地用途将调整为居住用地，调整后用水、用电、用气价格将挄居

民标准执行。还允许现有住房挄照国家和地方住宅设计的有关觃定改造后出租。改造后每

个卧室使用面积丌得少亍 5平方米，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也丌得出租供人员

居住。 

10

月

26

日 

河南

省政

府办

公厅 

《河南省推进供给侧结极

性改革商品房去库存与项

行劢方案（2016~ 2018

年）》 

商品住房销售形势好、库存去化周期 6个月以下的省辖市、县(市)，要适当扩大商品住房开

収用地供应觃模；库存总量大、去化周期超过 18个月丏商品住房销售连续 3个月同比丌升

反降的省辖市、县(市)，要减少以至停止商品住房开収用地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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