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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趋稳迹象明显，业内人士：

未来房价再跌可能性接近于零

■担心重演 2009 年房价故事， 恐慌性

入市趋多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乏

力，因此有消息称国家要出台新经济刺激政策，很多老

百姓担心这一政策会重演 2009 年时的房价故事，所以

开始“恐慌性”入市。

胡景晖说：“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强调， 各部委也一

再强调房地产宏观调控不放松， 但是新的经济刺激计

划让很多人联想到了 2008 年底到 2009 年初的 4 万亿

元， 当时政府由限制买房转为鼓励买房， 使得房价在

2009 年 9 月份刷新了历史最高点，那么很多人担心宏

观调控政策会放松，房价会反弹，所以近期也有一大批

恐慌性的购房入市。 ”

正是这些原因叠加在一起，不仅影响了购房者，对

开发商拿地和开工的积极性也有提振作用， 整体 6 月

市场都有明显的复苏，市场再现量价双涨。 换句话说，

对开发商而言，楼市寒冬终于融化在了今夏的骄阳中，

乐观情绪开始出现。

■未来房价再跌

可能性接近于零

张大伟表示， 政策

仍存在进一步宽松的空

间。 下半年再现数次降

息、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的可能性依然非常大，

楼市资金面将明显好

转。 而从成交量来说，从

3月起就比较乐观，特别

是 5 月 ~6 月的主要城

市全面复苏， 对价格的

支撑作用也已经体现，

因此， 未来房价再跌的

可能性接近于零。

张大伟说：“整体市

场就是有复苏的迹象，

而且从这几个月的成交

量来看应该会继续延

续， 量价有可能会继续

上涨， 但是大部分开发

商目前还处于一个去库

存的状态， 所以上涨的

幅度应该不会太大。 而

且调控的力度应该说限

购和限贷这两个大的原

则还在执行， 在这种情

况下的话， 应该是量价

会涨， 但是应该还是可

控的， 或者是幅度不会

太大的上涨。 ”

■下半年市场成交量或超过上半年

张大伟预计， 整体下半年的市场成交量将会超过

上半年，在调控微松的影响下，恐慌性入市量是可以支

持目前的成交量继续放大 20%左右， 但恢复 2009 年

~2010年高量的可能性不存在。 不过，在我爱我家副总

裁胡景晖看来， 近期房地产业数据的升温只是阶段性

结果，这并不意味着房价已经触底反弹，也不代表下半

年的市场状况就趋向乐观。

胡景晖认为，首先，如果市场是靠首次置业的婚房

来支撑，时间不会超过半年。历史有过很多次这样的数

据；第二，真正能买得起千万元豪宅的需求还是十分有

限，这个在 5 月、6 月释放后，下半年估计量也不会太

大；第三就是恐慌性购房，只要坚持限购、限贷政策，那

么随着时间的拉长、格局的清晰，这种恐慌性需求也很

难成为长期维系市场的因素。

据中国广播网消息 中

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国家

三令五申，不会改变房价调控

主基调，但排队看房的人似乎

越来越多，成交量也在逐渐攀

升，不仅是消费者，连一些开

发商都开始对楼市预期发生

变化。在这种背景下，6月份中

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近

日出炉，达到 56.7%，其中，房

地产业商务活动指数尤为引

人关注， 因为它创出了 2010

年 12月以来的新高。

■6 月以来中国经济

趋稳迹象明显

一段时间以来，各种经济

数据都不太乐观，但 6 月官方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却走

出一枝独秀的姿态，不仅仍然

处于扩张区间，甚至还比上个

月回升了 1.5 个百分点， 而其

中新订单指数达到 53.7%，创

今年以来新高，中国物流与采

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分析，这

表明非制造业经济保持稳健

增长势头。

蔡进说：“结合制造业

PMI 数据来看，6 月以来，中国

经济趋稳的迹象较为明显。 从

非制造业的行业来看，有这样

几个还是较为突出———一个

是房地产商务活动指数，另外

一个是电信业和物流业，和生

产性服务业密切相关的商务

活动指数明显回升。 ”

■房地产业商务活动

指数创 19 个月新高

值得关注的是，6 月房地

产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达 到

58.2%，创 19个月以来新高，同

时房地产业的新订单指数结

束近一年半的下降趋势，回升

至 55.7%。 对此，蔡进认为，这

反映出房地产领域经过大半

年需求的积蓄，一些刚性需求

目前有所释放。

刚需为何会在此时集中

释放？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

监张大伟解释说， 全国近 40

个城市的楼市政策出现微调，

这无疑提振了购房者入市信

心，而利率的下调带来首套房

信贷政策的松动使得购房者

入市能力增加， 观望情绪降

低。

除此之外，我爱我家副总

裁胡景晖认为，一些地方政府

对豪宅入市许可条件的放松

也使得很多想要改善住房条

件或者手中有钱的富人们也

开始心猿意马。

胡景晖说：“由于去年 3

月底国务院有一个控制房价

的承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为了兑现这个承诺，很多地方

政府都有意限制了高价房或

者不计豪宅的入市，由于这个

承诺兑现了以后， 我们看到 6

月份包括北京在内的很多地

方都加快了发放房地产高档

住宅的预售证，这样的话使得

很多豪宅在过去的 2 个月集

中进入市场。 ”

▲ 房地产业形势转暖，开发商重拾信心。图为新区一建设工地，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晨报记者 王磊 摄

4 0 城市住房信息

联网“犹抱琵琶”

各地进展不一

据中国新闻网消息 6 月 30 日

是住建部年初承诺实现“40 个城市住

房信息与住建部联网”的最后期限，虽

然住建部至今仍未公开通报该项工程

的最新进展， 但是已有媒体在报道中

援引住建部相关人士的话称， 在 6 月

30 日前， 全国已有 40 多个城市的住

建部门完成了与住建部的个人住房信

息联网，而住建部将从中选择 40 个城

市作为第一期的联网城市。

连日来， 记者多次致电住建部希

望能就联网工作的进展情况进行了

解，但是截至发稿前，住建部方面一直

没有任何回应。

根据住建部要求，6 月 30 日之

前， 全国包括 4 个直辖市、26 个省会

城市以及 10 个其他重点城市在内的

40 个城市， 将实现个人住房信息联

网。

据央视经济信息联播 7 月 1 日报

道， 住建部相关人士表示， 截至 6 月

30 日， 全国 40 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

联网工作已经达标， 而且未来该系统

或将扩大到 500个主要地级市。 目前

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系统在北京、 成都

设有南北两个数据中心。联网后，住建

部将对各城市的房地产交易、 个人住

房产权信息变更等进行实时监控，系

统实时更新数据， 住建部将和地方政

府可同时看到相关数据。

此外，联网后，对“首套房还是二

套房”、“首套房认房还是认贷” 等问

题， 住建部将完全通过系统进行统一

确认。

不过，截至目前，住建部方面仍未

正式对外就住房信息联网工作的进展

进行通报。

综合各地媒体的报道来看， 一些

一线城市并没有被纳入到此次一期联

网当中， 而该联网系统究竟何时能正

式正常运转目前也并没有明确的时间

表。

业内人士认为， 这一系统推进两

年多来，进展缓慢，部门壁垒、区域壁

垒是现存的阻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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