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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新春，全国楼市遭遇“严寒”
“百城价格指数”调查数据显示，60个城市1月房价环比下跌

往年春节过后，房地产市场常会迎
来旺季，但龙年新春的楼市却显得格外
安静，弥漫着浓重的观望气氛。多地出现
“最差成交量”，不见开门红，反倒面临
“严寒”。去年楼市的主旋律“降温”，延续
至今。
中国指数研究院近日发布“百城价

格指数”，2012年1月，全国100个重点
城市的住宅均价环比连续5个月下跌。同
时，京沪穗深等全国10个主要一线城市
住宅均价比去年同期下跌，这也是自
2010年6月以来的首次同比下跌。今年
楼市可能将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低
迷，继续“冬意盎然”。

!焦点关注"

新民图表 制图 贺信

! ! ! !国房景气指数!是"全国房地产开发业

综合景气指数#的简称!综合量化反映房地

产业发展变化趋势和变化程度!由国家统计

局在 !""#年研制并建立$

"限%字当头!我国房地产行业全面"入

冬%$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年 !$月!国房景气指数为 "&'&"!比 !!月回

落 %'"&点!连续 (个月下滑!创近 $& 个月

以来新低$ 国房景气指数的下滑!反映出全

国房地产开发增速同比大幅回落$

在限贷&限购的影响下!房地产销售增

幅微弱$ $%)! 年!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亿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增速比

上年回落 ,'(个百分点$ 去年末!全国商品

房待售面积 $'($亿平方米!比 ))月末增加

)(-.万平方米$

世联地产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 年第四季度购房者信心指数为 ,)'&!

比第三季度下降 $'*!下降幅度超过 $%))年

前三个季度降幅之和$ 与第三季度相比!

$%))年第四季度各种类型的购房者信心指

数都有所下滑!其中无房者和首次置业者的

信心指数首次跌破 ,%的临界值$ 而在所有

购房者当中!拥有一套住房和改善型需求的

购房者信心指数下降幅度最大!较上季度分

别下降 .'"和 .'.!直逼临界值$

85%受访经济学家看“降”今年房价
! ! !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今
年 !月公布中国百名经济学家信心调查，去
年第四季度经济学家信心指数为 "'取值范

围在 )至 "(，比第三季度回落 #$%%点。&%'
的受访经济学家认为，未来 (个月全国平均
房价将下降，其中 (!'预期“下降 !#'以
内”，)"'预期“下降 !#'以上”，!#'预期
“持平”，%'预期“上升 !#'以内”，没有人预

期房价“上升 !#'以上”。
房地产调控政策正在对房地产市场产

生较大程度影响。调查显示，"&'的经济学
家认为，我国平均房价水平“过高”，比 )#!!

年第一季度调查结果低 !#个百分点；"*'
认为“较高”；另有 %'认为“正常”。
伴随房价下降预期的，是房地产销售预

期下滑。调查显示，"&'的经济学家预期，未

来 (个月房地产市场销售将“小幅下降”，
)&'预期“大幅下降”，('预期“维持不变”，
!&'预期“小幅上升”，没有经济学家预期销
售“大幅上升”。

基于对房地产价格、销量、投资走势的
判断，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房地产调控政策
要保持稳定。其中，%!'的经济学家认为房
地产调控政策未来 (个月应“保持不变”，
&'认为应“进一步收紧”，!+'认为应“适当
放松”，)&'认为应“伺机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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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房景气指数“七连跌”创新低

百城住宅均价连跌5个月
“百城价格指数”调查数据显示，百城!月

住宅均价为&*,+元-平方米，比去年!)月下跌
#$!&'，连续第%个月环比下跌。其中(#个城市
房价环比下跌，+,个城市环比上涨，!个城市
持平。
房价环比涨幅城市中，泰州以!$"%'的涨

幅领涨。环比跌幅榜中，洛阳的跌幅最大，为
)$("'；鄂尔多斯跌幅)$),'，紧随其后；赣州、
张家港、连云港等!+个城市跌幅为!'至)'；
汕头、湛江、株洲等"%个城市跌幅不到!'。
“环比房价相对胶着的城市，集中在中

西部地区。”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
杨红旭分析，这些城市房价本就较低，涨速
相对较慢，所以降价空间没有东部城市、一
线城市大。
“百城价格指数”另一组调查数据显示，

国内!#个主要一线城市!月住宅均价为!%%(%

元-平方米，比上个月下跌#$!%'。仅深圳略
涨，其余城市均环比下跌，武汉、广州跌幅较
大，分别下跌#$+"'和#$+'，北京、南京和杭州
跌幅介于#$!'至#$+'之间，天津、上海、成都
的跌幅小于#$!'。
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称，!月恰逢元旦和

春节两个假期，是房地产市场传统淡季，开发
企业推盘热情降低。全国房价延续了去年,月
以来的价格调整之势。降价项目以新开盘项
目为主，为吸引更多购房者，新项目趁开盘之
际加大优惠力度或将成为趋势。

22个城市房价跌回一年前
与去年同期相比，百城!月住宅均价上涨

!$*!'，涨幅比上月缩小了!$!('，是自去年&

月以来的最低涨幅。*&个城市同比上涨，同比
下跌的则有))个城市，比上月增加了)个。其
中，芜湖同比下跌%$(&'，宁波、重庆'主城

区(、无锡等!(个城市跌幅介于!'至%'之
间，另外%个城市跌幅在!'以内。从环比下降
到同比下降，国内百个重点城市中，已有))

个，房价跌回到了去年初的同期水平。
虽然大多数城市的房价比去年同期略微

上涨，但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为代表的
!#个主要一线城市，住宅均价却下跌了
#$()'，是自)#!#年(月以来首次同比下跌。其
中，同比下跌的城市数量达(个。上海跌幅最
小，为#$!&'，杭州、天津、南京和成都跌幅介
于!'至+'之间，重庆'主城区(跌幅最大，为
"$#('。另外，北京同比上涨#$*!'，武汉、深
圳、广州涨幅介于!'至+'之间。
“十个大型城市住宅均价同比首次下跌，

表明中央希望的大型城市房价理性回归正在
逐步变为现实。”中国指数研究院副院长陈晟
分析，房价环比、同比下跌城市增多的趋势会
保持下去，预计可能持续到今年第二季度。

陈晟认为，由于!月存在春节因素，未
来几个月十大城市房价同比是否还会下跌，
值得关注，如果继续下跌，那么楼市拐点将
更明确。

调控政策上半年较难松动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坚持楼

市调控。今年!月+!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全
体会议时提出：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继
续严格执行并逐步完善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
的政策措施，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走势主要取决于政

策。”杨红旭认为，在中央一再坚持调控政策
不放松的背景下，政策面短期内较难松动。
“预计上半年房价还将保持下跌态势。一季度
市场处于年内最冷状态，二季度住宅成交量
可能出现反弹，但价格很难由跌转涨。毕竟调
控政策从紧、企业资金告急、市场存货高企等
因素都面临严峻考验。”
杨红旭分析，温家宝总理的表态延续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给今年楼市走势奠
定方向。“巩固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果”，说明调
控效果已初步显现，还须防范房价反弹，仍需
巩固调控成果。“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点出
了当前调控重点。通过调整普通商品住宅标

准、放松房贷等来保护首次置业需求。“逐步
完善”，则意味着限购、限贷等措施将会慢慢
调整，今年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

近日，万科、绿城、恒大等大型房企发布
)#!!年业绩报告，全国房企)#强中有半数没
完成销售目标，企业资金压力较大。对多数房
企来说，降价是唯一的选择。杨红旭预计，一
季度新开盘的楼盘价格会出现新的降幅，以
期更贴近购房者的心理价位，快速回笼资金。

开发商今年上半年最难熬
今年房价会不会出现较大跌幅？中国社

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
同三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能
实现%$+'的跌幅水平，政府能接受，消费者能
接受，开发商也可以接受，是一种“和谐的回
落”。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近日发布《)#!!.)#!)

年度全国房地产市场研究报告》，预计)#!)年
上半年将延续)#!!年形势，国房景气指数、房
价指数、楼市成交量继续下行探底，但在第三
季度前后有望完成筑底，随后楼市可能弱势
复苏，全年楼市将奏响“探底、筑底、复苏”的
三部曲。

杨红旭解释，全国房价自去年九十月间
出现拐点，至今仍在下跌通道中。从最近公布
的居民购房意愿数据看，楼市仍将保持低迷，
“预计会在今年上半年惯性下行，下半年筑底
后试探性复苏。相比)##&年的急坠急升，这次
将显现出一个底部宽平的一字形。”他判断，
)#!)年全国楼市各项指标会比)#!!年差，但
仍有转机。“上半年以下跌为主，下半年可能
转为阴跌、盘整。”杨红旭认为，今年第三季度
将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对房地产开发企
业，今年上半年最难熬；对购房人，较好的购
房时机不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