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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市场】

第 11 周（3.9 -3.15）

成交量表（万㎡）

城市 第 11 周 环比

北京 4.93 16%
上海 6.81 26%
广州 7.77 -9%
深圳 8.81 9%
重庆 23.08 109%
南京 14.81 3%
武汉 0.00 -
杭州 17.87 -31%
苏州 14.20 -26%
北京 4.93 16%

【本周市场】

第 11 周土地成交量表（万㎡）

城市 面积 环比增幅

北京 0.00 -
上海 33.36 -
广州 17.49 226%
深圳 0.00 -
南京 0.00 -
成都 118.43 -
武汉 0.00 -
杭州 18.39 -64%
重庆 27.26 -
苏州 6.11 -
天津 9.09 -66%

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现存确诊人数地图（截至 2020 年 3 月 16 日 12 时）

各省新冠肺炎新增确诊人数 TOP10(截至 2020 年 3 月 16 日 12 时)

省区市 周新增确诊 现存确诊 累计确诊 治愈 死亡

湖北 55 9605 67798 55094 3099

香港 35 61 149 84 4

北京 24 84 452 360 8

浙江 16 17 1231 1213 1

台湾 14 38 59 20 1

上海 13 28 355 324 3

广东 9 47 1361 1306 8

甘肃 9 40 133 91 2

山东 2 7 760 746 7

澳门 1 1 11 10 0

国外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TOP10(截至 2020 年 3 月 16 日 12 时)

国家 现存确诊 累计确诊 治愈 死亡

意大利 20794 24938 2335 1809

伊朗 8624 13938 4590 724

韩国 7024 8236 1137 75

西班牙 6894 7753 571 288

德国 6043 6070 14 13

法国 5260 5423 36 127

美国 3624 3700 10 66

瑞士 1547 1563 3 13

英国 1319 1372 18 35

荷兰 1115 1135 0 20

更多研究请详见研究中心官网：http://www.cricchina.com/research/

市场：新房供求继续好转 政策：央行降准、济南绿色住宅放宽限购

四大银行第三套房贷均暂停发放一线城市成交指数：58.42 二线城市成交指数：44.78 三线城市成交指数：73.34

新冠累计确诊人数：81085 新冠累计死亡人数：3218 新冠累计治愈人数：67870

http://www.cricchina.com/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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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视点】新房供求进一步好转，中央降准、地方密集刺激

2020年第11周，随着国内疫情进一步得到控制，全国房地产市场逐渐恢复正常化。CRIC监测的全国重点城市

共取得预售证面积370万平方米环比再增22%。一线、三四线城市成交继续回暖，二线城市则稍有回调。一线城市

中北京、上海、深圳环比均继续上扬，其中北京增幅最大，达15.74%。二线城市中除杭州、苏州、长沙、福州环

比下跌外，其余城市均延续环涨态势。三四线城市均继续回暖，东营涨幅最大，达113.61%。

楼市政策方面，本周中央央行决定于2020年3月16日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5500亿元；国务院出令土地审

批放权，8省市成为改革首批试点；住建部号召分区分级有序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复工复产，并公示了2019年棚改

拟激励城市名单，武汉等10城入围。地方层面，内蒙古减免疫情期间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山东允许符合条

件的房地产项目可适度降低预售条件；甘肃降低、缓缴住房公积金，提高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东莞称住房限价、

限购政策适时优化；济南直管区内购特定标准绿色住宅，不受限购政策约束；湘潭出台9条举措稳楼市，疫情期

间可合理顺延交房期限；泸州实行购房补贴，中心城区购买一二手房最高补贴5万元；深圳允许现场开盘、开放

线下售楼处，符合条件的房企可解冻20%预售资金。

【楼市动态】

央行：决定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 5500 亿元；

国务院：土地审批放权，8 省市成为改革首批试点；

住建部：分区分级有序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复工复产；

住建部：公示 2019 年棚改拟激励城市名单，徐州连续两年入围；

内蒙古：减免疫情期间 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山东：符合条件的房地产项目可适度降低预售条件；

甘肃：降低、缓缴住房公积金，提高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

东莞：住房限价、限购政策适时优化；

济南：直管区内购特定标准绿色住宅，不受限购政策约束；

湘潭：出台 9 条举措稳楼市，疫情期间可合理顺延交房期限；

泸州：实行购房补贴，中心城区购买一二手房最高补贴 5 万元；

深圳：允许现场开盘、开放线下售楼处，符合条件的房企可解冻 20%预售资金。

更多研究请详见研究中心官网：http://www.cricchina.com/research/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广中路 788 号秋实楼 9 楼

电话：021-60867863

【成交概览】

2020年第11周，一线、三四线城市成交继续回暖，二线城市则稍有回调。一线城市成交指数为58.42，环比

上升4.17点；二线城市成交指数为44.78，环比下降9.14点；三四线城市成交指数为73.34，环比上涨19.96点。

一线城市：除广州成交面积环比跌9.19%外，北京、上海、深圳环比继续回升，北京增幅最大，达15.74%。

二线城市：9个重点二线城市中除杭州、苏州、长沙、福州环比下跌外，其余城市均延续环涨态势。涨幅最

大的城市是宁波，达175.94%。环比下跌的城市中，杭州跌幅最大，达31。47%。

三四线城市：仅舟山环比跌6.66%，其余城市均继续回暖，东营涨幅最大，达113.61%。

数据来源：CRIC 中国房地产决策咨询系统

【供应概览】

2020年第11周，CRIC监测的全国重点城市共取得预售证面积370万平方米，环比再增22%，楼市逐步走向正常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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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汇总】

3 月 8 日-3 月 15 日中央、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汇总

中央政策

类别 日期 部委 主要内容

中央

3 月 10 日 住建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分区分级有序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复工复产。一是守住两个

“到位”的底线。二是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三是出台政策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

3 月 12 日 国务院 抓紧出台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措施，并额外加大对股份制银行的降准力度，促进

商业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贷款支持，帮助复工复产，推动降低融

资成本。

3 月 12 日 国务院 改革土地管理制度，赋予省级人民政府更大用地自主权。

一、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

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二、试点将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和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委托部

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政策规

定，严格审查把关，确保相关用地审批权“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不得将承接的用地审批权进一步授权或委托。

3 月 13 日 住建部 确定了江苏省徐州市、湖北省武汉市、浙江省绍兴市、安徽省合肥市、内蒙古

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湖南省常德市、山东省济南市、河南省平顶山市、河北省

石家庄市、江西省宜春市等 10 个城市为 2019 年棚户区改造工作拟激励支持的

城市。

3 月 13 日 央行 将于 3 月 16 日实施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对达到考核标准的银行定向降准 0.5 至

1 个百分点。在此之外，对符合条件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再额外定向降准 1 个百

分点，支持发放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以上定向降准共释放长期资金 55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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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策

类别 日期 省市 主要内容

购 房

需求

3 月 12 日 天津 对技能型人才引进落户条件进行了调整，高等职业院校毕业、在本市用人单位就

业满足要求之一即可作为技能型人才引进落户：不超过 30 周岁；具有高级职业

资格或在津工作满 1 年，不超过 35 周岁；具有技师职业资格，不超过 40 周岁。

3 月 12 日 宝鸡 包括土地出让金保证金缴纳比例、土地出让金分期支付、信贷支持、调整公积金

贷款额度等，共计 15 条。其中第 12 条明确，各银行要积极争取降低首套住房贷

款首付比例政策，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 40 万元提高至 50 万元。

3 月 14 日 泸州 对中心城区内购买自住住房接照购房款总额一定比例一次性给子置业补助,置业

补助实施期内,购房人合计申请自住住房置业补助最高限额 5 万元。

3 月 15 日 济南先

行区

在先行区直管区范围内购买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商品住宅的，不受济南市限购

政策约束。还涉及允许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调整预售证取证条件等优惠政策。

土 地

交易

3 月 10 日 山东省 明确“房住不炒”定位，提出了 15 条相关举措，其中包括适度降低商品房预售

条件和预售资金监管留存比例、合理顺延交房日期等。该《意见》明确，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已领取施工许可证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因疫情影响施工建设的，

在完成基础工程前提下，适度降低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的建设进度条件。已领取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项目，视情增加 1-2 个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拨付节点，并适

度降低各拨付节点监管资金留存比例，但一般不低于《山东省商品房预售资金监

管办法》规定的留存比例 10 个百分点。

社 保

公 积

金

3 月 10 日 济南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缓缴或停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职工，在疫情影响前已连续缴

存 6 个月的，不影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贷款职工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住房

公积金贷款不能正常还款的，不作逾期。

3 月 10 日 甘肃 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可执行阶段性降低缴存比例政策，缴存单

位可以申请降低单位和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但最低不得低于 5%。
3 月 9 日 甘肃省 即日起实施延期办理、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缓缴住房公积金、简化办理、

提高租房提取额度、针对特殊群体贷款不作逾期处理等惠民便民措施。归集：允

许单位延期缴存；贷款：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时偿还公积金贷款的不作逾期处理

3 月 9 日 漳州 自 2020 年 2 月至 6 月，实施阶段性减征企业缴纳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

费费率由 7.5%降至 4.35%，其中职工医保缴费费率由 7%降至 4%，生育保险缴费

费率由 0.5%降至 0.35%。
3 月 9 日 天津 2020 年 2 月份至 6 月份,对职工医保单位缴费部分实行减半征收，减征期限 5 个

月。用人单位 2 月份已经缴纳的职工医保费,按规定应减征的部分由经办机构统

一清退。享受社会保险补贴的减征单位,在减征期间职工医保补贴标准相应减半。

3 月 11 日 烟台 自2020年 3月至 12月降低全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 1个百分点，2020
年 2 月至 6 月，按照国家减半征收单位缴费降低的费率减去 2 个百分点的差，进

一步降低各类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人员）单位缴费费率。

3 月 10 日 扬州 自 2020 年 2 月起，对大型企业的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

减半征收，减征期限不超过 3 个月。对生产经营遇到暂时困难且恢复有望的参保

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实施重点企

业人力资源补助。

减 税

降费

3 月 14 日 内蒙古 《公告》明确，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我区新冠肺炎疫情解除当月止，对交通

运输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教

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旅游（包括旅行社及相关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两类）等行

业的中小企业，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综 合 3 月 11 日 深圳 一、对已批未开盘、已批在售项目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允许视疫情防控情况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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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开盘、开放线下售楼处。

二、推进房屋线上交易系统建设。

三、加快商品房网签进度。简化业务流程，采用“即报即签”方式缩短网签时间，

提高商品房网签效率。

四、缓解企业短期资金压力。申请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不再要求提交项目资本金

余额证明。申请预售的商品房项目，不再要求提交项目资本金余额证明。具备房

地产开发一级资质的企业，在保证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建筑工程款等项目相关

费用按期足额支付前提下，可向监管银行申请解冻不超过预售资金总额的 20%；
房地产一级开发企业下属项目公司，母公司承诺对其权利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的，可向监管银行申请解冻不超过预售资金总额的 20%。
五、顺延项目交付时间和开发资质办理时间。

七、本地疫情期间非深户居民购房者无法按时缴纳社保，视同连续缴纳社保，其

断缴、补缴情形不计入购房社保要求审核。

3 月 13 日 湘潭 包括缓交报建费用、强化税收支持、顺延履约时限、简化公积金手续、优化预售

管理等。疫情防控期间，对资信等级优良的开发企业，可适当调整预售许可形象

进度标准，但最低形象进度不低于正负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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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点城市2020年第11周市场成交情况（单位：万㎡）

分类 城市
第 11 周

成交面积

2020 年周平均

成交面积

3月累计

成交面积

11 周成交面积

环比涨跌幅

一线城市

北京 4.93 8.07 10.70 15.74%

上海 6.81 6.80 12.86 26.10%

广州 7.77 6.48 16.87 -9.19%

深圳 8.81 5.26 17.51 9.00%

二线城市

重庆 23.08 19.43 38.27 108.87%

青岛 21.31 11.81 34.91 63.01%

宁波 20.70 12.87 29.24 175.94%

杭州 17.87 14.06 44.89 -31.47%

南京 14.81 11.44 29.14 3.31%

苏州 14.20 12.88 35.12 -26.47%

长春 13.57 7.92 23.99 35.41%

长沙 6.88 10.05 15.19 -4.71%

福州 3.39 3.40 7.72 -17.75%

三四线城市

连云港 10.68 6.50 18.90 36.29%

镇江 10.02 5.52 16.16 92.51%

温州 6.98 7.51 13.51 20.21%

汕头 5.51 3.08 10.64 20.03%

东莞 5.15 4.13 9.38 34.50%

扬州 4.63 2.85 8.93 9.51%

惠州 3.60 2.39 6.19 47.55%

东营 3.53 2.70 5.36 113.61%

莆田 3.10 2.11 6.02 17.87%

泰安 2.22 1.97 4.08 20.22%

舟山 1.38 1.12 3.01 -6.66%

江门 1.37 0.60 2.23 72.28%

建阳 0.59 0.49 0.93 97.78%

数据来源：CRIC 中国房地产决策咨询系统

备注：每日成交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据，其累计结果与月度成交存在一定出入。

一线城市为商品住宅数据，且上海商品住宅数据包含动迁安置房、配套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等政策性住房数据。

三线城市除镇江为商品房数据，其它城市为商品住宅数据

四线城市除连云港、舟山为商品房数据，其它城市为商品住宅数据


	【本周视点】新房供求进一步好转，中央降准、地方密集刺激
	【楼市动态】
	【成交概览】
	【供应概览】
	【政策汇总】
	中央政策
	地方政策
	全国重点城市2020年第11周市场成交情况（单位：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