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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调控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一季度成交上扬 

【导读】 

◆ 政策盘点：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 

3 月 5 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解决好大城

市住房突出问题，在住房保障方面，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解决好大城

市住房突出问题，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建设等办

法，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在住房租赁方面，

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

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 市场需求：一季度楼市回暖，各线城市成交同比均升 

CREIS 中指数据显示，2021 年一季度中指监测的 18 个主要城市，17

个城市成交面积同比上升，其中泉州和南京升幅均超 200%；仅西安成

交同比有所下降，降幅为 26.73%。 

◆ 库存总量环比下降，深圳、杭州降幅显著 

截至 2021 年 3 月末，中指监测的主要城市库存总量环比下降 3.5%。

重点监测的城市中，深圳降幅较大，为 20.18%；杭州降幅居其次，为

15.55%；可售上升的城市中，宁波可售量升幅较大，为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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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会：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 

3 月 5 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保障好群众住房需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在住房保障方面，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解决好

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通过增加土地供应、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建设等办法，切实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

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在住房租赁方面，政府工作报告表示，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

负担，尽最大努力帮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缓解住房困难。 

同时，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65%，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政府投资更多向惠及面广的民

生项目倾斜，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3 万个，提升县城公共服务水平。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房地产调控内容整体延续了往年提法，除了“房住不炒”外，“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21 年“房住不炒”总基调不变，短期调控政策仍将

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整个政策环境的松紧程度仍将体现在因城施策方面。 

为解决中低收入人群和新市民的住房刚性需求，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

产权住房在“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中承担起重要角色。为了增添此类产品的供给，报告中明确

三种方式和支持，即增加土地供应、安排专项资金和集中建设，这体现了政府在土地、财政、规划等方

面给予的配套支持，对于地方政府因城施策具有非常好的导向。 

3 月 13 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指出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

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职住平衡。坚持因地制宜、

多策并举，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稳定地价、房价和预期。建立住房和土地联动机制，加强房地产金

融调控，发挥住房税收调节作用，支持合理自住需求，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 

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有效盘活存量住房资源，有力有序扩大城市租赁住房供给，完善长

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加快住房租赁法规建设，加强租赁市场监

管，保障承租人和出租人合法权益。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住房保障基础性制度和支持政策。

以人口流入多、房价高的城市为重点，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着力解决困难群体和新市民住房问题。

一．政策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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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支持将非住

宅房屋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因地制宜发展

共有产权住房。处理好基本保障和非基本保障的关系，完善住房保障方式，健全保障对象、准入门槛、

退出管理等政策。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健全缴存、使用、管理和运行机制。 

“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作为未来五年住房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是实施房地产长效

机制的重要保障。“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自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今年将

这一表述列入《“十四五”规划纲要》，充分表明房地产远离投资属性是大势所趋，投机炒房行为将被

严厉禁止。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内，“房住不炒”都将是房地产调控的基本原则和底线。另外，强调“建

立住房和土地联动机制，加强房地产金融调控，发挥住房税收调节作用，支持合理自住需求，遏制投资

投机性需求”，未来，土地、金融、财税等方面的政策将有所侧重，进一步发挥其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

康平稳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因城施策：各地加码楼市调控，稳定市场预期 

3 月，住建部副部长先后带队赶赴杭州、无锡、成都、西安等市调研督导房地产工作，指出城市政

府要充分认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性，毫不动摇坚持“房住不炒”，切实落实城市主体责任；

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两会”精神，保持房地产调控定力，确保实现“三稳”目标，着力解决新市民住

房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各地监管部门积极响应中央政策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出台楼市调控收

紧政策，保障当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月 3 日，上海市出台《关于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土地市场和

商品住房市场管理，着力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意见》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土地端：加大商品住宅用地供应力度，保障性住房用地“应保尽保”，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

深化完善房价地价联动机制，住宅用地出让实行限价竞价；竞买人在参与土地拍卖前要签署理性竞价承

诺书。 

（2）住宅备案价：严格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备案管理。 

（3）企业购房：严格审核企业购买的商品住房再次上市交易的年限限制。在新建商品住房项目开盘

销售时，居民选房购放有限于企业。 

（4）限售：按照优先购房政策购买的新建商品住房，在购房合同网签备案满 5 年后方可转让。 

3 月 16 日，嘉兴住建局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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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1）加强分期销售管理。申请商品房预（现）售许可（备案）的项目（含前期已办理预、现售和首

次办理预、现售的项目），每批销售面积以不低于 3 万平方米可售房源为单位进行申报，尾期剩余房源

一次性申报；总建筑面积在 3 万平方米以下的，须一次性申报。 

（2）完善商品住房限购政策。暂停向在全市范围内拥有 1 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

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顶尖、高端人才除外。 

（3）扩大商品住房限制转让实施范围。自本通知实施之日起，扩大商品住房限制转让实施范围，从

嘉兴市区范围扩大到全市范围，限制转让时间为自取得不动产证之日起满 2 年，购买时间以交易合同网

签时间为准。市区继续执行 2017 年 5 月 20 日相关调控政策，各县（市）自本通知实施之日起执行。 

（4）强化金融监督管理。建立购地资金来源审查制度，严格落实购地使用自有资金规定，竞买企业

说明购地资金来源并作出承诺。严格审查购房资金来源，监控消费贷款、个人经营性贷款资金去向，严

防居民挪用消费贷款和其他贷款用于购房。 

3 月 22 日，成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的通知》。具体内容包括： 

图：成都新政主要内容 

强化住宅用地
供应管理

加大住房
保障力度

加强住房
交易管理

严格金融审慎监管 加强市场秩序监管 落实调控主体责任

深化房价地价
联动机制

 

（一）强化住宅用地供应管理。（1）增加住宅用地供应，2021 年度全市住宅用地供应总量增长 20%

以上，占经营性用地比例不低于 65%，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保障性住房用地“应保尽保”。（2）

中心城区商品住宅用地严格实行集中公告、集中出让，合理制定土地出让方案，坚决遏制非理性拿地，

切实稳定地价和市场预期。（3）加强土地竞买主体资格审查，超出房地产开发企业“三道红线”、存在

重大失信行为的竞买人，不得参与我市土地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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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化房价地价联动机制。（4）中心城区商品住宅用地全面实施“限房价、定品质、竞地价”

出让。竞买人在参与商品住宅用地竞拍前，应签署知晓出让地块房价地价品质联动要求以及理性竞价的

承诺书，承诺书纳入土地出让合同。 

（三）加大住房保障力度。（5）采取公租房实物保障和货币补贴并举，实现城镇户籍的住房和收入

“双困”家庭 “应保尽保”。（6）采取共有产权、优惠出售等多种方式，全面保障人才安居需求。（7）

加大产业功能区租赁住房等配套住房的建设力度，完善长租房政策，促进职住平衡，解决好新市民、青

年人的住房问题。 

（四）加强住房交易管理。（8）登记购房人数在当期准售房源数 3 倍及以上的项目，所购商品住房

限售期限由 3 年延长到 5 年。（9）依据合同约定方式取得本市住房的主体，以及通过司法拍卖、变卖等

取得本市住房的主体，均应当符合本市住房限购、限售政策的规定。（10）通过司法处置和股权转让取

得的开发项目的受让人，应按照原土地出让合同和履约协议约定开发条件进行开发，并按照调控要求销

售住房。（11）建立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发布机制。（12）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购房人合法权益。 

（五）严格金融审慎监管。（13）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指导四川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研究并决议

通过，调整成都市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14）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严格落实房地产贷款各项管理要求。

加强个人住房贷款管理，严格审查贷款人个人信息的真实性，切实防范消费贷款、经营性贷款违规流入

房地产市场。 

（六）加强市场秩序监管。（15）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介机构、网络平台、自媒体及个人等

各类市场主体的监管。严厉打击恶意炒作、发布虚假广告、借名买房、哄抬房价、捂盘惜售、诱导规避

调控政策等违法违规行为，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七）落实调控主体责任。（16）各区（市）县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增进联动协调和信息共享，加强

市场监管监测和舆论宣传引导，强化政策执行力，确保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整体来看，本月多数城市出台的楼市调控政策以“打补丁”为主，是对各地之前楼市调控政策的补

充，内容涉及加强住宅用地供应管理、限购、限售等方面。成都此次房地产新政在金融、土地、房地产

市场多维度综合施策，在保障居民合理住房需求的同时，对于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进行了精准的纠偏与

堵漏，清晰的向开发商、购房者传递出了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调控目标，政策力度相对较严、及

时性较强。 

本月，韩正副总理在发改委召开座谈会：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大力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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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持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南昌楼市放松政策发布当日即撤回，充分表明了中央对于房地产调控

的决心。另外，部分城市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住房和土地联动机制，特别是房价地价联动机制，土地端的

调控作用将进一步显现；东莞、无锡、成都、西安等城市明确将建立二手房价格发布机制，二手房市场

预期的稳定也将得到更多关注。当前，一线城市的调控政策为热点城市亦提供了“范本”，短期预期不

稳的热点二线和三四线调控政策将继续跟进。 

 金融监管：多地严查购房首付款来源和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金融监管继续从严 

去年以来，部分热点城市一些企业和个人违规将经营用途贷款投向房地产领域问题突出，影响房地

产调控政策效果，挤占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信贷资源。3 月，中央两次表态，房地产金

融监管继续从严。 

3 月 22 日，央行召开全国主要银行信贷结构优化调整座谈会。会上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

度，加大住房租赁金融支持力度。 

3 月 26 日，银保监会、央行、住建部发布《关于防止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通知》。

《通知》从加强借款人资质核查、加强信贷需求审核、加强贷款期限管理、加强贷款抵押物管理、加强

贷中贷后管理、加强银行内部管理等方面，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强化审慎合规经营，严防经营用

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同时要求进一步加强中介机构管理，建立违规行为“黑名单”，加大处罚

问责力度并定期披露。 

在中央高度重视房地产金融“泡沫化”问题，坚决防止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背景下，

3 月，北上广深等多个热点城市监管部门继续开展严查购房首付款来源和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等

行为，审查范围持续扩大，审查力度持续加强。 

中央已明确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未来仍将坚决打击投机、投资炒房行为，保障房地产

平稳健康发展。当前严查经营贷等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已向全国扩围，住房信贷环境整体偏紧。 

 2021 年 3 月各省市相关政策及重大事件 

城市 重大事件 

上海 

上海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房地产市场管理的通知》 

 强化住宅用地供应管理。及时公布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和存量住宅用地信息。①深化完善房价

地价联动机制。 

 ②严格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备案管理。③强化商品住房交易管理。④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中介管

理。⑤严格规范企业购买商品住房。⑥实施住房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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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 

无锡市公布《关于规范我市二手房交易秩序的通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的

工作要求，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出台《关于规范我市二手

房交易秩序的通知》，主要内容如下：①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整顿工作。②规范二手房信息

发布行为。③建立二手住房价格信息发布机制。 

海南 

海南省发布《海南省 2021 年房地产市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严厉打击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营造海

南自由贸易港良好的营商环境，根据省政府的统一部署，海南省制定该方案。整治重点内容

有①购房人规避限购政策骗取购房资格。②开发商违规销售商品房。开发商未取得商品房预

售许可进行销售，以认购、预定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取或变相收取定金、预定款等行为。③中

介机构和人员违规乱象。④商品房销售现场管理无序。 

北京 

北京市发布《持续推进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21 年精准施策再加力的通知》 

 通知主要内容有：①多主体、多渠道增加有效供应，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覆盖面。计划安排

租赁住宅用地 300 公顷，其中集租房、公租房各 150 公顷，较 2020 年分别增加 100 公顷、

70 公顷。②构建“房地联动、一地一策”机制，房地产精准调控向纵深推进。③将房价引

导前置到土地出让环节，以土地基准地价为基础、结合各区域市场情况进行测算。 

北京 

北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将调整购买域内存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办理条件。①简化已故职工住房公积金提取办事材

料。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5 万元以下（不含利息）的已故职工配偶、父母、子女无需提供公

证部门出具的确认继承权或受遗赠权的公证书。已故职工公积金账户余额 5 万元以上（不含

利息）的，继承人、受遗赠人申请销户提取，按原有规定办理。②申请人应妥善保管并依法

与其他全体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分配所提取的被继承人住房公积金 

安徽 

安徽省发布《关于做好 2021 年住宅用地供应分类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发布《关于做好 2021 年住宅用地供应分类调控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要求科学编制实施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坚持做好住宅用地信息公开，实行

住宅用地集中出让，加强监测监管和考核评价，保障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通知》指

出，各地要高度重视 2021 年住宅用地供应计划（以下简称“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保

障供地规模，把握供地时序，稳定地价和市场预期。年度计划供应的住宅用地应当在城市建

成区、城市新区均衡合理布局，促进职住平衡。年度计划按程序报经同级人民政府确认后，

于 2021 年 3 月底前向社会公布,并在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管系统中填报。合肥市本级 2021

年住宅用地公告供应量不得低于近五年（2016 年~2020 年）平均完成交易量。合肥市、芜

湖市、淮南市本级要在年度计划中单列租赁住房用地，占比一般不低于 10%，同时，土地供

应要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主动对接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提出的租赁住房用地需求，增加供地

规模用于租赁住房用地，对保障性租赁住房用地应保尽保。 

长春 

长春发布集中供地公告 

 长春发布集中供地公告：①拟安排在 3、5、8 月进行集中出让；②2021 年宅地计划供应 960

万㎡，同比增加 18%；③热点区域净月维持供地热度，朝阳和宽城等老城区棚改供地加码。 

西安 

西安市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有关问题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按照中央“房住不炒”

的定位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加强购房资格核验。二、加强购

房资金核验。三、规范商品房销售秩序。四、规范存量房交易秩序。五、规范涉房信息发布

行为。六、加大检查监督力度。 

嘉兴 
嘉兴市发布《关于加强我市市区新建成品住房销售管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主要内容有：①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本市范围内限购 1 套住房。即非本市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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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家庭，在嘉兴任何一个县（市）、区已拥有 1 套及以上住房的，限购新建商品住房和二

手住房。②非本市户籍的顶尖人才、高端人才，凭有关部门证明不列入我市限购范围之内③

在本市范围内已拥有 1 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嘉兴任何一个县（市）、区新

购买住房，自取得不动产证之日起 2 年内不得转让。④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在嘉兴任何一

个县（市）、区购买住房，自取得不动产证之日起 2 年内不得转让。 

深圳 

深圳市出台《关于辖内银行经营性贷款有关问题的通报》 

 深圳银保监局与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联合发布《关于辖内银行经营性贷款有关问题的通

报》，要求辖内银行对经营贷违规进入楼市等现象进一步强化管理。《通报》称，下一步金

融主管部门将按照“常抓、常查、常管”工作总基调，不定期通报发现的典型问题，严厉查

处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持续严格防范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 

武汉 

武汉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建商品房销售全过程监管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主要内容有①明确预售申报形象进度和规模要求，15 层以上建筑达到总层数的 1/3 且不少于

七层，预售规模不得小于栋，总建面≥20 万㎡，不得超过五次申请预售证；总建面＜20 万

㎡，不得超三次申请预售证；②取得预售许可后须在 10 日内一次性公开销售全部房源，倡

导采取摇号方式；③加强价格管理，应严格执行“一房一价”销售规定，不得超过房管部门

备案价格。 

成都 

成都市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成都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主要内容：①中心城区商品

住宅用地全面实施“限房价、定品质、竞地价”出让；②超过“三道红线”的房企禁止参与

土拍；③法拍房纳入限购范围且限售 3 年；④“人房比”超 3 倍的项目限售 5 年（原 3 年）；

⑤建立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发布机制，经纪机构不得受理及对外发布明显高于所在楼盘合

理成交价格的挂牌价格；⑥调整限贷政策，首付要求无房无贷 30%，无房有贷已结清或有房

无贷已结清等 40%，非普通住房首付 50%；⑦对“借名买房”（代持）等行为，将采取限

制网签备案、购房登记等措施。 

杭州 

杭州市第一批住宅用地集中出让预告 

 拟于 4 月、6 月和 12 月分三次集中发布土地出让公告，集中组织住宅用地公开出让。首次

公告时间 3.27 日，共 57 宗住宅用地，主要集中在萧山、富阳（各 12 宗），余杭、钱塘新

区（各 7 宗），临安（6 宗），市中心热点板块及改善板块无供应。 

湖州 

湖州市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落

实“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湖州市发

布以下通知①强化区县主体责任。以区县为单位，制定“一城一策”，因城施策。②增加土

地供应量，实行集中供地。科学安排住宅用地供应，及时公布出地计划。③加快住宅项目建

设。④提高商品房预售条件。对分期申请预售的住宅项目，单次申领预售建筑面积不少于 3

万平方米，项目申领预售批次不超过 4 次。⑤实行住房限购。在中心城市范围内，连续缴纳

社保未满 6 个月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一套住房⑥强化住房金融监管。⑦加强房地产

市场整治。加强部门联合执法，⑧营造公开健康的社会舆论。 

西安 

 

西安发布《关于建立房地联动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主要内容包括：①建立完善房地联动机制。每年一季度，发布本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和存

量住宅用地信息，稳定土地市场预期。全市商品住宅用地供应总量年均增长 20%以上。②加

强住房交易管理。新迁入市民在限购区购买商品住房或二手房，需落户满 1 年，且在本市连

续缴纳 12 个月的社保或个人所得税；限购区内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满 5 年且已办理

《不动产权证书》、二手住房《不动产权证书》办理满 5 年的方可上市交易；将“刚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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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住房转让记录的年限要求调整为购房前 48 个月。③严格住房金融监管。④整治规范市场

秩序。⑤加大住房保障力度。⑥夯实调控主体责任。 

青岛 

青岛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放宽城区和全面放开县域落户政策 

 放宽中心城区落户政策: 

①人才落户：山东惠才卡、青岛市人才服务绿卡等；学历人才；技术技能人才；高校专科及

以上学历大学生；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干部和职工。②居住落户。③

亲属投靠落户。④赋权激励落户。 

郑州 

郑州市出台《关于征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调整意见和建议的通知》 

 为确保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持续健康发展，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拟按照“房住不炒 保

障刚需”的原则，从申请条件、贷款额度、贷款比例、和还贷能力这五个方面征求广大缴存

职工对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下简称“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的意见和建议。 

台州 

台州市印发《台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管理，防范信贷风险，维护借贷双方的合法

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浙江省住房公积

金条例》、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和《浙江省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操

作规定（试行）》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大理 

大理出台《关于调整部分住房公积金管理使用政策的意见》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关于“房住不炒”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宏观调控政

策要求，深化“放管服”改革，有力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合理住房消费需求，遏制使用

住房公积金投机炒房，防范资金流动性风险，促进全州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国家、

省、州住房公积金管理相关政策规定，结合当前全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工作实际，对住房公积

金管理使用政策进行部分调整。 

石家庄 

石家庄印发《关于高质量建设人才强市的实施意见》。 

 《意见》包含 18 条，围绕高质量建设人才强市，打造人才绿卡升级版，营造良好人才生态，

制定了务实管用的人才培养引进政策措施。其中，提高博士租房购房标准：自到石家庄工作

之日起 5 年内，每月享受的房租补助由 2000 元提高到 3000 元，在市域内购买首套自用商

品住房的，给予的一次性购房补贴由 15 万元提高到 30 万元。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整理 

【中指观点】 

2021 年第一季度，楼市整体成交同比上扬。各地加码楼市调控，稳定市场预期，保证房地产行

业平稳定发展。 另一方面，多地严查购房首付款来源和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金融监

管继续从严，保障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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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求：一季度楼市回暖，各线城市成交同比均升  

重点监测城市中，一季度楼市成交有所上升，城市间升幅各异。CREIS 中指数据显示，2021 年

一季度中指监测的 18 个主要城市，17 个城市成交面积同比上升，其中泉州和南京升幅均超 200%；

仅西安成交同比有所下降，降幅为 26.73%。 

城市 

2021年 1-3月 2020年 1-3月 

成交套数 成交面积 成交面积 成交套数 成交面积 

(套) (万㎡) 同比涨跌 (套) (万㎡) 

北京 20374  221.59  126.78% 9732 97.71  

上海 43811  448.74  163.83% 16764 170.09  

广州 33274  353.05  197.43% 11014 118.70  

深圳 16770  162.38  133.84% 6795 69.44  

一线城市 114229  1186  160% 44305 455.94 

南京 29725  353.26  221.38% 9243 109.92  

苏州 20869  252.74  86.86% 10832 135.26  

青岛 28842  334.43  68.10% 17235 198.95  

福州 10321  101.60  113.67% 4713 47.55  

大连 5590  55.93  173.88% 2021 20.42  

宁波 33901  393.48  95.20% 16669 201.58  

温州 21198  253.09  150.70% 8363 100.95  

西安 12845  110.91  -26.73% 12089 151.37  

重庆 38199  410.48  110.23% 11813 195.25  

二线代表城市 201490  2265.92 95% 92978 1161.25 

东莞 12047  142.50  118.60% 5654 65.19  

泉州 12887  158.43  468.04% 2381 27.89  

韶关 3074  37.20  25.73% 2682 29.59  

扬州 8353  98.31  127.99% 3557 43.12  

连云港 25054  280.97  182.35% 8723 99.51  

三线代表城市 61415  717.41 170% 22997  265.30 

注：1.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绿色填充色城市统计口径为商品房。2.*城市价格为报价估算，仅供参考。 

数据来源：CREIS 中指数据，fdc.fangcom 

 
 
 
 
 
 
 
 
 

二．市场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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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21 年一季度 18 城市成交量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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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各线城市成交同环比均不同程度上升，二线升幅高于一三线 

3 月楼市成交量同环比均升。CREIS 中指数据显示，2021 年 3 月监测的主要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上升

75.18%，超 9 成城市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同比则上升 78.25%。 

环比来看，20 个城市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南京升幅较明显，青岛次之，此外温州、连云港升幅较小，

在 10%以内；仅西安成交环比有所下滑，为 74%。同比来看，16 个城市上升，南京、北京升幅较为明

显。 

分城市来看，一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上升 83.78%，其中上海升幅较大，近 96%；一线城市同比上

升 129.90%，北京升幅较大。二线代表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上升 86.87%，同比上升 68.35%。三线代表城

市成交面积较上月上升 39.51%，同比上升 54.56%。 

表：2021 年 3 月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交易情况 

城市 
成交套数 成交面积 成交面积 成交面积 

(套) (万㎡) 环比 同比 

北京 7929 88.91  80.65% 228.98% 

上海 17737 170.87  95.81% 138.56% 

广州 12492 132.74  76.82% 109.83% 

深圳 5305 51.10  71.25% 64.58% 

一线城市 43463 443.62 84% 130% 

南京* 15089 179.78  154.19% 359.92% 

苏州 8886 104.96  85.62% 103.05% 

青岛* 13238 152.09  137.69% 35.66% 

福州* 5346 52.42  101.50% 1.10% 

大连* 2642 26.75  89.68% 154.99% 

宁波 11035 128.97  66.41% 39.24% 

武汉* 18560 213.30  110.40% 0.00% 

温州* 7830 93.80  9.02% 175.22% 

南宁 6744 73.99  71.97% 32.68% 

西安 4781 6.21  -74.05% -87.98% 

重庆 16954 180.25  110.60% 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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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代表城市 111105 1212.53 87% 68% 

东莞 2312 28.15  15.61% -8.90% 

惠州 10370 110.70  63.64% 0.00% 

泉州 6939 85.19  44.49% 43.97% 

韶关 1242 14.76  41.04% -18.68% 

扬州* 3798 44.85  114.79% 132.26% 

连云港* 8754 94.18  6.39% 107.91% 

三线代表城市 33415 377.82 40% 55% 

注：1.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绿色填充色城市统计口径为商品房； 

2.成都 2017 年 8 月中旬开始启用十三区数据； 

3.扬州 2021 年 3月 26-31 日数据暂无，青岛 3 月 26 日数据暂无；西安 3月 29 日-31 日数据暂无。 
                      数据来源：CREIS 中指数据，fdc.fang.com 

2. 库存：库存总量环比下降，深圳、杭州降幅显著  

截至 2021 年 3 月末，中指监测的主要城市库存总量环比下降 3.5%。重点监测的城市中，深圳降幅

较大，为 20.18%；杭州降幅居其次，为 15.55%；可售上升的城市中，宁波可售量升幅较大，为 2.04%。 

表：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可售情况 

城市 
可售套数 可售面积 可售面积 

城市 
可售套数 可售面积 可售面积 

(套) (万㎡) 环比 (套) (万㎡) 环比 

宁波 54244 654.84  2.04% 福州 79054 706.19  -2.74% 

厦门 28945 343.52  1.58% 温州 52032 659.39  -2.78% 

苏州 65010 841.94  0.79% 韶关 13368 155.96  -3.11% 

南京 58299 705.94  -0.68% 上海 42187 540.21  -5.74% 

北京 100636 1202.24  -1.52% 杭州 54272 666.83  -15.55% 

广州 74265 836.68  -2.61% 深圳 21604 216.61  -20.18% 

注：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绿色填充色城市统计口径为商品房。 

图：2010 年以来 6 个代表城市库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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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REIS 中指数据，fdc.fa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