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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开展短期对房地产销售将

产生一定负面影响，长期需关注区域布局欠佳的房企

信用质量 

要点 

 近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

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标志着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在

实践层面有了实质性进展。 

 当前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目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构建房地产长效调控机制，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

平稳发展；第二，发挥房地产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助力实现

社会公平公正、缩小贫富差距；第三，拓宽地方政府税源，缓

解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 

 市场普遍预期本轮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将在年内落地，同时试点

城市范围或有限，并大概率对自主性住房需求给予一定免征或

少征措施。在此情形下，中诚信国际认为房地产税的推出将抑

制投资性购房需求，但对刚需影响有限。在刚需主导的房地产

市场环境下，购房需求将更多与区域经济发展及人口规模等因

素相关，不同地区房地产市场分化程度加大。 

 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密集落地及个别房企信用风险事件影响，

2021年下半年以来单月商品房销售量同比下滑较为明显。房

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开展短期或压制房地产市场需求，加大

房企销售压力，部分债务压力大、销售回款不佳房企流动性压

力将进一步上升。更长期影响需结合各地房地产税实际征收力

度来看。如果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范围及征收力度超出市场

预期，还需要进一步关注财务纪律较差、库存压力较大、外部

融资受限房企信用风险以及相关企业信用风险对上下游企业

的传导。在“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房地产调控目标下，

我们预计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进度和力度整体将以符合

市场预期的稳妥方式推进。由于开征房地产税一大目的是为了

引导住房合理消费，在各项房地产调控政策配套作用下，未来

房地产市场需求支撑因素将更多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及人口

规模，房企销售业绩将与区域布局更加密切相关，较多布局在

缺乏人口及经济增长支撑区域的房企信用质量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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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关注因素 

房地产税改革旨在推动房地产市场合理健康发展、发挥收入调节作用促进共同富裕以及进一步拓宽

地方政府税源，缓解土地财政依赖 

2021 年 10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院

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从决定内容来看，试点地区房地产税征税对象为居住用和非

居住用等各类房地产，但不包括依法拥有的农村宅基地及其上住宅；纳税人为土地使用权人、房屋所

有权人。试点具体办法将由国务院制定，但具体实施细则由试点地区人民政府制定；同时决定授权的

试点期限为五年，启动时间由国务院决定。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多次在多个场合或文件中表示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房地产税

改革问题备受市场关注。国务院授权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标志着我国房地产税改革在实践层面

有了实质性进展。中诚信国际认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目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房

住不炒”政策基调下，房地产税改革旨在通过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增加房产持有成本，抑制投资

性需求，弱化房地产金融属性，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近年来，各城市已通过居民购买端、

新房销售端、土地购买端、企业融资端等多维度对房地产市场实施精准化、差异化调控，房地产税改

革可视为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在“共同富裕”远景目标下，可以发

挥房地产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助力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缩小贫富差距。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我

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468，高于国际警戒线 0.4。房地产作为居民重要资产，征收房地产税有利于

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促进共同富裕；第三，在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加剧背景下，开征房地产

税有望拓宽地方政府税源，缓解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相比土地出让金方式，房地产税具

有受益税特点，作为地方主体税种，可为地方政府筹集稳定而持续的财政收入。总体来看，房地产税

改革是进一步完善我国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推动我国财税体制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未

来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征收房地产税，将对我国经济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房地产税改革或抑制投资性购房需求，但对刚需影响有限，刚需主导下不同区域房地产市场分化程

度进一步加大 

关于房地产税的讨论由来已久，但房地产税的立法和改革，在实践层面的推进一直有限。2010

年 9 月国务院提出“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并逐步扩大到全国”，此后仅上海和重庆于 2011

年 1 月率先响应改革号召，开始试点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由于税基窄、税率低、优惠力度大，两

市房地产税的征收对市场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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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1 年上海、重庆房地产税试点内容梳理 

 上海 重庆 

征税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 主城九区 

征税对象 
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且属于该居民家庭第二套

及以上的住房和非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购的住房 

个人拥有的独栋商品住宅；个人新购的高档住房；在

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的首

套及以上的普通住房 

计税依据 暂按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 70%计算缴纳 房产交易价格 

适用税率 

适用税率暂定为 0.6% 

应税住房每平方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本市上年度新

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 2倍（含 2倍）的，税率

暂减为 0.4% 

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建筑面积交易单价在上两年

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 3倍以下的

住房，税率为 0.5%；3倍（含 3倍）至 4倍的，税率

为 1%；4倍（含 4倍）以上的税率为 1.2%； 

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人新购首

套及以上的普通住房，税率为 0.5% 

税收减免 家庭人均不超过 60平方米部分免征 
存量独栋商品住宅，免税面积为 180平方米；新购的

独栋商品住宅、高档住房，免税面积为 100平方米 
 

资料来源：上海、重庆相关试点文件，中诚信国际整理 

本轮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及具体方案尚未确定，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包括征收范围、免征额、

税率水平、税收优惠及征收方式等因素均有待明确。由于具体征收细则由各地方政府制定，房地产税

试点改革将“一城一策”，呈现差异化特征。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房地产税改革最快于年内落地，首轮

试点城市大概率在前期房价上涨较快的部分热点城市。在前期上海、重庆两地试点经验基础上，市场

普遍预期本轮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在征收方式上大概率采用累进税率，对个人或家庭自住性住房需求免

征或少征，而随着房地产持有面积或价值增大，税额也会逐步增加，由此在保证居民合理住房需求的

同时抑制房地产投资需求。同时基于拓宽税源及调节高收入诉求，本轮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对于课税对

象、税率等相关政策力度或有加大。 

在此情形下，中诚信国际认为，房地产税的推出将抑制投资性购房需求，但对刚需影响有限。一

方面，政策或对刚性住房需求实施一定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刚性住房需求更多与居民收入水平、住房

消费观念有关，对征税带来的成本上升敏感性相对不高。而随着税收成本上升，房地产投资属性减弱，

投资性购房需求将受限制。在刚需主导的房地产市场环境下，购房需求将更多与区域经济发展及人口

规模等因素相关，不同地区房地产市场分化程度加大，此前土地供应较多、人口增长较慢甚至负增长

的弱能级城市库存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开展短期或压制市场需求，债务压力大、销售回款不佳房企流动性进一步承

压，如果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范围及征收力度超出市场预期，还需要进一步关注财务纪律较差、

库存压力较大、外部融资受限房企信用风险以及相关企业信用风险对上下游企业的传导；长期来看，

在引导住房合理消费政策意图下，未来房地产市场需求支撑因素将更多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及人口

规模，较多布局在缺乏人口及经济增长支撑区域的房企信用质量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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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随着“三道红线”、贷款两集中、22 座重点城市实施供地“两集中”等房地产调控政

策密集落地，叠加部分房企发生信用风险事件，房地产市场出现一定调整。从商品房销售数据来看，

2021 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保持较高热度，1~6 月全国房地产销售额和销售面积分别同比增长 38.9%和

27.7%。但下半年以来商品房销售降温，7 月至 9 月单月商品房销售额与销售面积均较上年同期有所

回落，其中 8 月、9 月单月销售面积还低于 2019 年同期水平。 

图 1：近 3 年商品房单月销售面积（单位：万平方米） 图 2：近 3 年商品房单月销售额（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中诚信国际整理 

中诚信国际认为，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开展短期或压制房地产市场需求，出于谨慎考虑，部

分购房需求或将延后至政策细则落地，同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退场，亦将对市场产生扰动，这或进

一步加大房地产企业销售压力，部分债务压力大、销售回款不佳的房企流动性压力或进一步提升。更

长期影响需结合各地房地产税实际征收力度来看。中诚信国际将持续关注房地产税试点改革方案及各

地实施细则。如果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落地过快，试点城市范围及征收力度超出市场预期，可能对

刚性购房需求也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届时房企销售业绩进一步承压，且随着市场对房地产市场的悲观

情绪上升，房地产行业融资也将收紧，行业信用风险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并带来风险外溢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进一步关注财务纪律较差、库存压力较大、外部融资受限房企信用风险以及相

关企业信用风险对上下游企业的传导。由于房地产行业依然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风

险的爆发可能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在当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房地产调控目标下，我

们预计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进度和力度整体将以符合市场预期的稳妥方式推进。总体来看，由于

开征房地产税一大目的是为了引导住房合理消费，在各项房地产调控政策配套作用下，未来房地产市

场需求支撑因素将更多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及人口规模，房企销售业绩将与区域布局更加密切相关，

较多布局在缺乏人口及经济增长支撑区域的房地产企业信用质量值得关注。 

结论 

中诚信国际认为，近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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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试点工作，标志着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在实践层面迈出实质性一步。当前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

作旨在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同时发挥房地产税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拓宽地方政府

税源，缓解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由于房地产行业依然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风险的爆发可能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在“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房地产调控目标下，中

诚信国际预计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进度和力度整体将以符合市场预期的稳妥方式推进。在此情形

下，房地产税的推出将抑制投资性购房需求，但对刚需影响有限。短期随着投资性需求退场及部分刚

性住房需求延后，房地产市场需求或受到压制，这将进一步加大地产企业销售压力，部分债务压力大、

销售回款不佳的房企流动性压力或进一步上升。更长期来看，由于开征房地产税一大目的是为了引导

住房合理消费，在各项房地产调控政策配套作用下，未来房地产市场需求支撑因素将更多取决于区域

经济发展及人口规模，较多布局在缺乏人口及经济增长支撑区域的地产企业信用质量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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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信用级别、报告等进行交易而出现的任何损失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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