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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新情况 

及政策效果研判
＊
 

2022 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走低，相关指标全面

下滑。受疫情、资金等因素制约，房地产投资、开工、竣工

降幅持续扩大。销售降幅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二三线城

市房价跌幅更大，疫情对东部地区销售的影响正在减弱。全

国土地市场遇冷，土地出让金规模、溢价率和楼面价均大幅

下降。房企资金状况持续恶化，各类债务到期持续高位，上

半年兑付压力更加集中、债务风险突出。针对房地产市场低

迷现状，各地纷纷出台楼市提振政策。一线城市以跟随LPR下

调房贷利率为主，预计未来进一步显著放松的可能性较低。

二线城市以放松限购限售为主，市场多有边际改善。三四线

城市放松力度最大，限购限售叠加降首付，政策效果不一。

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仍存在供给端放松不及需求端、改善型

需求限制依然较多、房地产市场化调节机制仍有待完善等问

题。未来，政策有必要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继续从供

给和需求两端推出有力举措，维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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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房地产市场运行新情况及政策效果研判 

2022 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走低，相关指标全面下滑。受疫情、资金等因

素制约，房地产投资、开工、竣工降幅持续扩大。销售降幅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二三线城市房价跌幅更大，疫情对东部地区销售的影响正在减弱。全国土地市场遇冷，

土地出让金规模、溢价率和楼面价均大幅下降。房企资金状况持续恶化，各类债务到

期持续高位，上半年兑付压力更加集中、债务风险突出。针对房地产市场低迷现状，

各地纷纷出台楼市提振政策。一线城市以跟随 LPR 下调房贷利率为主，预计未来进一

步显著放松的可能性较低。二线城市以放松限购限售为主，市场多有边际改善。三四

线城市放松力度最大，限购限售叠加降首付，政策效果不一。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仍

存在供给端放松不及需求端、改善型需求限制依然较多、房地产市场化调节机制仍有

待完善等问题。未来，政策有必要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继续从供给和需求两端

推出有力举措，维持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一、2022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 

（一）房地产投资、开工、竣工持续恶化 

第一，房地产景气大幅下降，投资、开工、竣工降幅持续扩大。2021 年二季度以

来，房地产市场景气程度持续下行， 2022 年一季度为 109.4，创下 2020 年一季度以

来的新低。投资方面，1-5月房地产开发投资额 5.21万亿元，同比下降 4%，降幅较上

月扩大 1.3 个百分点（表 1）。尽管 5 月当月，新开工和投资降幅均有小幅收窄，但

改善幅度有限。未来，随着一、二线城市销售逐步回暖，三季度一、二线城市楼市的

开工和投资意愿或有好转，进而带动全国地产投资逐步恢复。开工方面，1-5 月房地

产新开工面积 5.16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30.6%，降幅较上月扩大 4.3 个百分点。竣工

方面，1-5 月累计竣工面积 2.34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15.3%，降幅较上月扩大 3.4 个

百分点。5 月竣工面积同比下降 31.3%，降幅较上月大幅扩大 17.1 个百分点。一方面，

房企资金压力仍然较大，部分房企根据自身现金流情况主动对部分项目采取停缓工的

策略；另一方面，突发疫情使得部分项目实质性停工，因此竣工节奏短期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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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6 月为半年度节点，全年在“保交付”的任务下，竣工面积有望回升。 

表 1：房地产投资、开工、竣工情况 

  单月数据 单月同比增速（%，百分点） 累计数据 累计同比增速（%，百分点） 

指标 2022/4 2022/5 2022/4 2022/5 变动 2022/4 2022/5 2022/4 2022/5 变动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11389 12980 -10.1 -7.8 2.3 39154 52134 -2.7 -4.0 -1.3 

   其中:住宅 8766 9994 -8.1 -5.6 2.5 29527 39521 -2.1 -3.0 -0.9 

   其中:东部地区 5960 6802 -8.2 -7.0 1.2 21711 28513 -1.8 -3.0 -1.2 

中部地区 2769 2938 -4.3 -3.2 1.1 8502 11440 2.1 0.7 -1.4 

西部地区 2395 2746 -15.1 -10.6 4.5 8220 10966 -6.3 -7.4 -1.1 

东北地区 265 492 -41.4 -25.9 15.5 722 1214 -30.5 -28.7 1.8 

房屋施工面积(万方) 12329 12937 -38.7 -39.7 -1.0 818588 831525 0.0 -1.0 -1 

    其中:住宅 8647 9226 -42.0 -39.7 2.3 577692 586918 -0.1 -1.1 -1 

房屋新开工面积(万方) 9901 11889 -44.2 -41.8 2.4 39739 51628 -26.3 -30.6 -4.3 

   其中:住宅 7319 8905 -44.9 -41.3 3.6 28877 37782 -28.4 -31.9 -3.5 

房屋竣工面积(万方) 3101 3332 -14.2 -31.3 -17.1 20030 23362 -11.9 -15.3 -3.4 

   其中:住宅 3408 2388 28.0 -28.3 -56.3 14662 17050 -11.4 -14.2 -2.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销售持续下行，房价下跌幅度增大 

第一，销售降幅持续扩大，单月量价边际改善有限，预计销售底部或将在三季度

出现。从累计来看，1-5 月销售面积 5.07 亿平方米，同比下降 23.6%，降幅较 1-4 月

扩大 2.7 个百分点；销售金额 4.83 万亿元，同比下降 31.5%，降幅较 1-4 月扩大 2 个

百分点；销售均价 9527 元/平方米，同比下降 10.3%，降幅较 1-4 月收窄 0.5 个百分

点（表 2）。从单月来看，5月商品房销售量价跌幅均有所收窄，但尚不能确认是否进

入改善通道。5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销售均价降幅分别收窄 7.2 个、

10.9 个和 3.8 个百分点，总体边际修复幅度有限。未来，前期政策的逐步显效、疫情

负面影响的消散，将有利于市场信心以及居民就业、收入预期的稳定恢复，高线城市

有望率先进入企稳回升通道，带动全国市场情绪的恢复。但 6 月存在高基数因素，因

此销售底或将在三季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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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房地产销售情况 

  单月数据 单月同比（%，百分点） 累计数据 累计同比（%，百分点） 

指标 2022/4 2022/5 2022/4 2022/5 变动 2022/4 2022/5 2022/4 2022/5 变动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方) 8722 10970 -39.0 -31.8 +7.2 39768 50738 -20.9 -23.6 -2.7 

   其中：住宅  7417 9181 -42.4 -36.6 +5.8 33722 42903 -25.4 -28.1 -2.7 

   其中：东部地区  3355 4424 -45.7 -35.5 +10.2 15502 19926 -28.0 -29.8 -1.8 

         中部地区  2726 3202 -32.7 -25.7 +7.0 11787 14989 -13.9 -16.7 -2.8 

         西部地区  2477 3010 -30.1 -30.1 +0.0 11616 14626 -14.5 -18.2 -3.7 

         东北地区  166 333 -68.6 -44.3 +24.3 864 1197 -42.7 -43.2 -0.5 

商品房销售额（亿元) 8134 10548 -48.6 -37.7 +10.9 37789 48337 -29.5 -31.5 -2.0 

   其中：住宅  7175 9069 -48.6 -41.7 +6.9 33248 42317 -32.2 -34.5 -2.3 

   其中：东部地区  4412 6006 -50.6 -38.5 +12.1 20899 26905 -34.2 -35.2 -1.0 

         中部地区  1875 2230 -41.2 -32.3 +8.9 8295 10525 -20.8 -23.5 -2.7 

         西部地区  1724 2057 -35.5 -38.8 -3.3 7923 9980 -21.8 -26.1 -4.3 

         东北地区  124 253 -71.6 -49.3 +22.3 673 926 -46.9 -47.6 -0.7 

商品房销售均价（元/平) 9326 9615 -12.5 -8.7 +3.8 9502 9527 -10.8 -10.3 +0.5 

   其中：住宅  9674 9877 -10.8 -8.0 +2.8 9859 9863 -9.1 -8.8 +0.3 

   其中：东部地区  13151 13576 -9.1 -4.7 +4.4 13481 13502 -8.6 -7.7 +0.9 

         中部地区  6880 6963 -12.6 -8.8 +3.8 7037 7022 -8.0 -8.1 -0.1 

         西部地区  6960 6834 -7.7 -12.5 -4.8 6821 6823 -8.6 -9.6 -1.0 

         东北地区  7485 7605 -9.6 -8.9 +0.7 7789 7736 -7.3 -7.8 -0.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严重，疫情对东部地区销售的影

响正在减弱。从二手房房价下跌城市数量占比来看，东部核心区域一、二线城市优势

明显。2022 年一季度房价下跌城市比例仅为 10%-20%左右，远低于全国 50%-60%的平

均水平（表 3）。4 月由于疫情冲击，东部核心区域房价下跌城市比例上升到 42%。但

5 月疫情影响已经明显减弱。5 月东部地区销售面积同比降幅收窄 10.2 个百分点，修

复程度显著好于全国平均（表 2）。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二手房市场价格下跌城市比例

持续增加，部分地区高达 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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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8城二手房价同比下跌城市数量占比 

 308 城 东部核心 东部核心 中部 中部 西部 西部 东北 东北 

 汇总 一二线 三四线 二线 三四线 二线 三四线 二线 三四线 

20/04 24% 25% 26% 60% 13% 27% 24% 25 19% 

20/05 24% 17% 26% 0% 30% 27% 20% 25% 13% 

20/06 25% 17% 23% 20% 32% 27% 21% 0% 23% 

20/07 29% 25% 23% 0% 32% 27% 32% 0% 29% 

20/08 33% 25% 28% 40% 42% 36% 37% 0% 26% 

20/09 34% 25% 26% 40% 43% 27% 36% 0% 29% 

20/10 32% 25% 32% 0% 37% 36% 31% 25% 29% 

20/11 26% 25% 25% 0% 33% 27% 30% 25% 13% 

20/12 24% 8% 15% 0% 23% 18% 32% 25% 19% 

21/01 22% 17% 23% 20% 20% 9% 27% 0% 13% 

21/02 25% 17% 23% 0% 22% 9% 32% 25% 32% 

21/03 33% 17% 25% 20% 47% 9% 38% 50% 32% 

21/04 31% 8% 13% 20% 38% 18% 38% 50% 52% 

21/05 33% 17% 19% 40% 40% 9% 43% 50% 32% 

21/06 30% 17% 21% 40% 37% 9% 39% 50% 35% 

21/07 32% 8% 26% 20% 40% 18% 39% 50% 35% 

21/08 34% 0% 21% 20% 38% 27% 48% 50% 32% 

21/09 38% 8% 25% 20% 47% 36% 48% 50% 39% 

21/10 49% 17% 32% 40% 65% 45% 56% 50% 52% 

21/11 51% 8% 30% 40% 73% 45% 56% 75% 61% 

21/12 55% 17% 34% 60% 72% 45% 56% 75% 58% 

22/01 59% 17% 40% 40% 73% 73% 62% 75% 68% 

22/02 63% 17% 53% 60% 72% 73% 65% 75% 71% 

22/03 56% 8% 42% 60% 72% 64% 58% 75% 65% 

22/04 60% 42% 51% 80% 65% 91% 61% 75% 58% 

资料来源：中国房地产业协会 

（三）土地市场持续偏冷 

第一，全国土地市场持续低迷。2022 年 1-5 月，土地出让金合计为 12776 亿元，

仅相当于 2021 年全年出让金的 17%左右，累计同比下滑 55%（表 4）。扣除集中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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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后，2022年 1-5月出让金 5740亿元，较 2021年同期下滑 52%，相当于 2021年全

年出让金 34098 亿元的 17%。单月来看，扣除集中供地城市后，除 1 月份土地出让金

同比下滑 41%外，2-5 月单月土地出让金同比下滑幅度均超过 50%。 

表 4：2022年 1-5月全国土地市场表现 

 1-5 月累计 5 月当月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全国 出让金（亿元） 12776 28567 25263 2903 9056 7130 

同比（%） -55 13 6 -68 27 6 

集中供地城市 出让金（亿元） 7036 16560 13253 1688 6406 3832 

同比（%） -58 25 30 -74 67 48 

扣除集中供地

城市 

出让金（亿元） 5740 12007 12010 1215 2650 3299 

同比（%） -52 0 -13 -54 -20 -20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 

第二，大部分省份土地出让金规模大幅下滑，土地溢价率和楼面价下降。2022 年

1-5月全国仅海南出让金同比为正，其他省市均同比下降，部分省市降幅超过 50%（表

5）。具体来看，1-5月海南出让金同比增长 7%；福建、新疆、江西出让金同比降幅在

20%以内；四川、湖南、山西、安徽、湖北出让金同比降幅在 20%-40%之间；其余 22

个省市 1-5 月出让金同比降幅超过 40%，其中 16 个省市降幅超过 50%。受疫情影响，

浙江、广东、江苏 3 个经济大省降幅均在 5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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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22年 1-5月各省市土地市场表现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 

（四）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持续恶化，债务风险高企 

第一，房企资金来源状况持续恶化。1-5 月全国房企到位资金 6.04 万亿元，同比

减少 25.8%，降幅较 1-4 月扩大 2.2 个百分点（表 6）。5 月到位资金单月降幅虽小幅

收窄，但房企资金供给状况仍然较为紧张。5 月房企到位资金 1.19 万亿元，同比减少

33.4%（前值-35.5%）。一是销售大幅下滑导致房款资金来源降幅依然较大。5 月房款

资金来源同比下降 44.9%，降幅虽较上月小幅收窄 4.9 个百分点，但整体降幅仍然较

大。其中定金及预收款、个人按揭贷款降幅分别为 48.7%和 34.3%，降幅分别收窄 4.3

和 8 个百分点，改善幅度有限。二是市场风险偏好难以转变，非房款资金来源降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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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扩大。5 月非房款 6350 亿元，降幅较上月扩大 3.6 个百分点至 18.6%，房企外部融

资环境宽松效果并不明显。其中国内贷款、自筹资金 5 月同比降幅分别扩大 6 和 6.6

个百分点至-34.0%和-13.2%，表明前期对房企的信贷支持尚未实质性显效。叠加此前

房企爆雷事件频出，金融机构和债券投资人的风险偏好降低，整体融资端仍处于缓慢

修复中。 

表 6：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亿元）及拆分情况 

  
单月数据 

（亿元） 

单月同比增速 

（%，百分点） 

累计数据 

（亿元） 

累计同比增速 

（%，百分点） 

指标 2022/4 2022/5 2022/4 2022/5 变动 2022/4 2022/5 2022/4 2022/5 变动 

房地产企业到位资金   10363 11882 -35.5 -33.4 2.1 48522 60404 -23.6 -25.8 -2.2 

   其中:国内贷款 1312 1208 -28.0 -34.0 -6 6837 8045 -24.4 -26.0 -1.6 

      利用外资 28 13 392.0 52.0 -340 38 51 123.5 101.0 -22.5 

      自筹资金 3876 4790 -6.6 -13.2 -6.6 16271 21061 -5.2 -7.2 -2 

      定金及预收款 3105 3784 -53.0 -48.7 4.3 15357 19141 -37.0 -39.7 -2.7 

      个人按揭贷款 1668 1748 -42.4 -34.4 8.0 8037 9785 -25.2 -27.0 -1.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二，房企各类债务到期持续高位，上半年压力更加集中。2022 年房地产各类融

资合计到期回购量1.3万亿元，较2021年的1.8万亿元有一定减少1，但仍位于高位。

其中，境内债、美元债、信托到期回售量分别为 4438.8 亿元、518.4 亿美元、5591.6

亿元，较 2021 年分别下降 39%、增长 7%、下降 29%。从到期节奏看，上半年压力较大。

境内债券方面，2022 年房企境内债券主要到期在 3 月和三季度，到期回售量占到全年

的一半（图 1）。信托方面，到期量分布较为平均，单月到期量在 300-600 亿元左右，

单季到期量在 1300-1600 亿元左右（图 2）。美元债方面，上半年到期压力较大，占

到全年的 60%左右；除了 2 月、5 月、12 月外，其他月份每月到期量为 50 亿美元左右

（图 3）。综合各类到期量来看，4 月是各个渠道融资到期的高峰期，境内债、美元

债、信托到期量分别为 223.8 亿元、70.4 亿美元、536 亿元，5 月美元债到期量明显

下降至 12.46 亿美元。 

  
                                                                 

1 没有包含尚未发行的短期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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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房地产境境内债到期和回售统计 

 

资料来源：Wind 

图 2：房地产信托到期统计 

 

资料来源：用益信托网 

图 3：房地产美元债到期和回售统计 

 

资料来源：Wind 

二、2022年上半年房地产政策调整效果及存在问题 

（一）当前房地产政策调整效果 

自 2021年四季度以来，全国多城出台了各类楼市提振政策。根据中指研究院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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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仅 2022年以来已有超百城放松调控政策，政策频次超 300次，但不同城市的政

策效果差异较大。 

第一，一线城市以跟随 LPR 下调房贷利率为主，预计未来进一步显著放松可能性

较低。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的需求侧房地产政策调整主要为跟随 5 年期 LPR

下调房贷利率 15个基点，调整政策力度有限。从 6月数据来看，各一线城市商品房成

交面积同比和环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当前北京、上海疫情仍对楼市产生一定制约，

未来一线城市房贷利率随 LPR 下调对楼市的提振作用可能进一步显现（表 7）。考虑

到一线城市的需求弹性较大，未来需求侧政策仍将以微调为主，进一步显著放松的可

能性不大。 

表 7：一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 

月份 
2021 

（平方米） 

2022 

（平方米） 

同比 

（%） 

环比 

（%） 

2021 

（平方米） 

2022 

（平方米） 

同比 

（%） 

环比 

（%） 

上海 北京 

1 月 2203069.9 2045000 -7.17 -8.03 1202173.8 949535.61 -21.02 -27.39 

2 月 1013764.6 1326173 30.82 -35.15 645144.55 489814.53 -24.08 -48.42 

3 月 2043148.5 977847.97 -52.14 -26.27 1381194.2 974989.46 -29.41 99.05 

4 月 1981254.5 123943.98 -93.74 -87.32 1192865.3 999503.44 -16.21 2.51 

5 月 1525930.7 331933.2 -78.25 167.81 835764.59 682085.28 -18.39 -31.76 

6 月 2136604.4 1764898.82 -17.4 431.7 1514822.4 1206559.91 -20.35 76.89 

深圳 广州 

1 月 966564.16 525224.3 -45.66 -13.64 1695815 880480 -48.08 -54.08 

2 月 351806.21 266375.06 -24.28 -49.28 861448 724665 -15.88 -17.70 

3 月 574915.95 446860.02 -22.27 67.76 1694205 768932 -54.61 6.11 

4 月 496070.86 472377.7 -4.78 5.71 1400196 434966 -68.94 -43.43 

5 月 389447.47 264397 -32.11 -44.03 1320487 903600 -31.57 107.74 

6 月 475571.86 431616.34 -9.24 63.25 1316047 1391519 5.73 54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二，二线城市以放松限购限售为主，市场多有边际改善，修复程度主要取决于

政策力度。二季度以来，二线城市是楼市“松绑”主力，杭州、武汉、佛山、苏州等

城市相继发布楼市新政，各城市 5 月环比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图 4-7、表 8-11）。

本轮二线城市楼市放松，更强调定向松绑。从政策方向看，放松限购限售的城市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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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对于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降首付等刺激性更强的政策，出台城市不多。从政

策效果上来看，市场修复程度主要取决于政策力度。例如苏州继 4 月限售和公积金政

策放松后，5 月调控进一步松动，5 月苏州商品住宅成交规模环比大幅回升至 41％，6

月环比回升 221%，同比增速由负转正。例如杭州，“5.17 新政”除“三孩政策”以

外，主要针对二手房市场，对新房影响有限，5 月杭州商品住宅成交规模环比 15％，

6 月环比回升 48%，同比增速依然为负。 

图 4：苏州（4.11→5.9放松限购） 表 8：苏州商品房成交面积（平方米，%）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5：杭州（5.17放松限购）  表 9：杭州商品房成交面积（平方米，%）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月份 2021 2022 同比 环比 

1 月 1069548 908270.04 -15.08 -0.76 

2 月 624894.7 588154.17 -5.88 -35.24 

3 月 1209991.56 925831.57 -23.48 57.41 

4 月 1106303.96 502026.44 -54.62 -45.78 

5 月 1307851.13 710311.22 -45.69 41.49 

6 月               1637366.4 2281454.04 39.34 221.19 

月份 2021 2022 同比 环比 

1 月 1081461.07 1439809.69 33.14 -18.24 

2 月 1040299.35 534241.23 -48.65 -62.90 

3 月 1417485.24 698928.42 -50.69 30.83 

4 月 1379104.02 682106.9 -50.54 -2.41 

5 月 1651363.5 782264.99 -52.63 14.68 

6 月               1432750.36 1159723.67 -19.06 4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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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武汉（3.27下调利率，5.22放松限购）表 10：武汉商品房成交面积（平方米，%）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7：佛山（3.27下调利率，5.22放松限购） 表 11：佛山商品房成交面积（平方米，%）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三，三、四线城市放松力度最大，限购限售叠加降首付，政策效果不一。相对

于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政策调整的幅度更大，力度也更强，多地已全面放开

限购、限售，并同步将贷款政策放宽至国家政策规定最低水平。同时，三、四线城市

还重视结合当地产业、人才需求等情况出台相关楼市优惠措施，不断促进地方产业经

济发展，提升人才吸引力。从政策效果上来看，镇江、连云港 5 月商品房成交面积环

比增速分别为 88%和 69%，6 月环比（图 8-9，表 12-13）。但同样是降低首付比例，

六盘水在政策实施后，商品房成交面积上升幅度较小（图 10，表 14）。 

 

 

 

月份 2021 2022 同比 环比 

1 月 2330346.76 1608630.12 -30.97 -51.21 

2 月 1183514.88 813855.29 -31.23 -49.41 

3 月 2389062.75 1429563.13 -40.16 75.65 

4 月 2721745.41 1341513.92 -50.71 -6.16 

5 月 2709400.31 1450484.81 -46.46 8.12 

6 月               2905100.71 1952824.56 -32.78 34.63 

月份 2021 2022 同比 环比 

1 月 166.55 156.5 -6.04 -19.94 

2 月 84.31 62.34 -26.05 -60.16 

3 月 185.82 138.02 -25.73 121.38 

4 月 170.46 96.97 -43.11 -29.74 

5 月 178.89 117.38 -34.39 21.04 

6 月               140.65 145.67 3.57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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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镇江（5.24降低首付比）  表 12：镇江商品房成交面积（平方米，%）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9：连云港（5.2首付比例降低到 20%）表 13：连云港商品房成交面积（平方米，%）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10：六盘水（5.24降低首付比）  表 14：六盘水商品房成交面积（平方米，%）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当前房地产政策仍存在的问题 

第一，相对于各地需求端政策放松幅度和范围，供给端政策放松相对不足。2022

月份 2021 2022 同比 环比 

1 月 509259.4 379811.07 -25.42 -49.40 

2 月 389343.62 341842.93 -12.20 -10.00 

3 月 798968.26 634071.29 -20.64 85.49 

4 月 770633.01 235671.54 -69.42 -62.83 

5 月 646650.28 443259.67 -31.45 88.08 

6 月            605650.26 497659.23 -17.83 12.27 

月份 2021 2022 同比 环比 

1 月 992423 432241 -56.45 -33.00 

2 月 891618 436723 -51.02 1.04 

3 月 947920 126889 -86.61 -70.95 

4 月 603026 216744 -64.06 70.81 

5 月 641824 365292 -43.09 68.54 

6 月               604695 770558 27.43 110.94 

月份 2021 2022 同比 环比 

1 月 83845.41 45813.2 -45.36 -0.22 

2 月 56718.53 29840.96 -47.39 -34.86 

3 月 83790.27 54948.68 -34.42 84.14 

4 月 90042.26 44430.93 -50.66 -19.14 

5 月 74788.24 49009.54 -34.47 10.31 

6 月               64305.74 51103.42 -20.53 4.27 



宏观观察                                                                                                                                    2022年第 36期（总第 433期） 

13 

年以来，针对房企资金困难情况，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给予支持。一

方面，3 月底，证监会发文将完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机制，为包括民营房企在内

的债券融资提供增信支持等。另一方面，南京、长沙、青岛、厦门等地出台商品房预

售款资金监管新规，其中南京新规中最高可向房企拨付 60%的监管资金。但较之于需

求端放松政策的实施范围、力度和效果，实施供给端放松政策的城市较少、力度和效

果也相对有限，当前房企资金链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第二，改善型需求限制依然较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鼓励生育政策的出台，

居民改善型住房需求日益增大。但当前大多数一、二线城市对二套住房的首付比例、

贷款利率都有显著高于首套住房的要求，并且在二套房认定上采取认房又认贷等严格

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改善型住房需求的释放。 

第三，房地产市场化调节机制仍有待完善。尽管当前多地正利用房地产下行周期

的窗口期，逐步放开需求侧非市场化行政管理手段，但我国房地产市场总体来看行政

调控烙印依然较深。此外，相关调控政策往往直接根据房地产周期逆向操作，价格上

涨时实行限涨令、价格下跌时实行限跌令，缺乏政策的可持续性、协同性和前瞻性，

缺乏市场自主调控的长效机制。 

三、政策建议 

由于人均住房面积上升、人口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居民部门杠杆上升、广义

货币增速随经济增速逐渐下行等原因，当前中国房地产正逐步进入下行周期。但考虑

到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有必要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针对各地

房地产市场差异化特征，进一步从供需两端推出有力度的政策举措，改善房地产企业

资金链状况，释放市场购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避免硬着陆对经济

造成严重冲击。 

第一，继续适度下调首套房房贷利率，降低购房负担。尽管近期 5 年期 LPR 下调

15 个基点，带动了房贷利率下降。但较之于企业贷、消费贷等其他贷款利率，当前中

国房贷利率依然较高。在当前居民对未来收入预期较为悲观的情况下，进一步通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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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加点、调降 LPR 等方式降低房贷利率，有利于降低居民长期贷款负担，刺激居民需

求释放。 

第二，推动经济基础较好、居民还贷能力较强的二线、新一线等重点城市定向下

调刚需、改善性住房的房贷首付比例。针对二线、新一线等重点城市首付比例较高，

尤其是改善性二套房首付比例高的问题，建议针对首套首贷、出售首套置换二套、结

清首套贷款购买二套等情况，适当放松认房又认贷的限制并适度下调首付比例。 

第三，进一步减少非市场化限制性购房政策。建议尽快有序取消不合理的限购、

限价、限贷措施，更多地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来管理房地产市场。 

第四，创造更加宽松的金融环境，缓释房企现金流和债务压力。金融机构要完善

名单制管理机制，合理评估房企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合理拓展授信房企范围，对资

质优良的房企提供足够的贷款支持，改善房企融资环境。加快开发贷审批发放速度，

实施定向调整，稳妥有序增加并购贷款。 

第五，对优质民营房企加大直接金融支持。房企发债不畅与当前房企资信情况不

佳、商品房销售疲软和预期偏弱有关。年内已经有不少大型、优质的央企、国企房企

通过增加开发贷、并购贷款、发行债券等方式获得了相关金融资源的支持，但民营房

企得到的政策支持相对有限。建议后续增加对优质民营房企的直接金融支持力度，缓

释相关房企的债务风险。 

第六，放松预售资金监管标准。此前，为防止开发企业因资金不足导致项目烂尾，

诸多地方加强了监管力度，部分非重点监管资金也被纳入严格管控，导致部分开发商

经营艰难。建议加快恢复非重点监管资金的自由使用，例如，适度降低预售资金监管

比例、调降预售门槛、加快预售证审批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压

力，提高拿地和开工积极性。 

第七，完善土拍规则，平衡好房企利润空间、资金转圜余地和地方政府收支压力。

建议各城市酌情对现行土拍规则中较为严苛的条款做出适当调整，提高企业拿地积极

性。例如，调整竞高标准建设方案、现房销售等部分较为严苛的条款，为房企留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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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利润空间。适当降低保证金缴纳额度、延长出让金缴纳周期、下调部分地块起拍

价以及降低土地溢价率上限，助力房企控制拿地成本，提高企业参拍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