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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调研系列报告之长三角区域（一） 
 

   

苏州：冷热两极分化，非核心区域复苏仍需观察 
 

 2023 年 03 月 07 日 

 

 调研背景：经济复苏和增长的两大动力：一是中国走出疫情，经济重启；二

是房地产企稳反弹，对经济的拖累减轻。因此经济的复苏离不开房地产行业的复

苏，尤其在疫情过后，各地的房地产市场销售情况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 

 调研楼盘样本：我们主要考察板块内销售数据靠前的楼盘，并对熟悉本地市

场的人员进行访谈，综合整理相关信息，以期对本地市场的热点和趋势性变化方

向进行全方位的了解。 

目前，苏州房地产市场已度过至暗时刻，开始进入恢复期。 

 新房市场方面全市各地改善、刚需均有一定恢复，苏州刚需以新苏州人为主，

因此其住房需求呈现以产业为导向的特点。 

 区域方面，非核心区域如吴江、吴中、张家港、常熟等地刚需改善相对明显，

但其持续性仍需观察；工业园区为苏州传统核心区域，同时也是高新技术产业两

大集中地之一，但因均价过高且未开发地块较少，难以满足刚需，工业园区内改

善型住宅、高端住宅产品以及其刚需外溢受益的高铁新城区域潜力较大；新区狮

山为苏州传统核心区域之一，其苏州中心营建稳步推进之中，待其建成将对狮山

地区房产市场产生促进作用，该板块改善型住宅以及高端住宅未来或将具备一定

的市场基础，同时我们注意到新区科技城产业所带来的刚需型住房需求；太仓、

昆山因其本身经济发展良好，同时承接了大量上海的外溢住房需求，仍以刚需板

块为主。 

 二手房方面，由于苏州多核心、多平原带来的优质地块房产供应充足，苏州

二手房市场需求量长期处于相对低位，加之相对较大的二手房存量以及四大新城

建设发展带来的大量新房供给，二手房市场短期或难以见到实质性改善。 

 投资建议：苏州的房地产市场，房企、城市和板块或将持续分化，未来结构

性分化或将成为苏州房地产市场发展与城市演化的主要脉络之一。核心片区的竞

争更为激烈，对房企要求更高，相应地去化也更为顺畅，均价也相对更高，国央

企和有实力的民企具备较强优势，A 股方面建议关注机制相对灵活的优质房企如

规模大、投资能力强、在苏州一批次土拍中拿地的地产龙头保利发展、招商蛇口；

苏州一批次土拍中积极投资的金地集团、华发股份。 

 风险提示：政策变动风险，房价下跌风险，市场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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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州城市情况 

1.1 苏州城市基本情况 

1.1.1 城市区划 

苏州市下辖 5 个区，代管 4 个县级市，共有 46 个街道、51 个镇，其中，苏

州市区有 35 个街道、20 个镇。市政府驻苏州市姑苏区三香路 998 号。 

图1：苏州市行政区划图 

 

资料来源：百家号，民生证券研究院 

 

1.1.2 人口情况 

截至 2021 年底，苏州市常住人口 1284.78 万人，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

口普查的 1045.99 万人相比增长了 21%，其中户籍人口 762.11 万人，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 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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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苏州 2010-2021 人口 

 

资料来源：江苏省统计局，民生证券研究院 

1.1.3 产业情况 

苏州聚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生物医药四大重点产业，2022 年

全年苏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4364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4.1%，其中电子信

息产业增长 6.2%装备制造业增长 7.9%，百强工业企业实现产值 14544.9 亿元，

增长 7.8%，制造业中新兴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

重分别达到 53.5%和 52.4%。 

表1：苏州四大产业发展情况 

产业 规模（亿元） 2022年增速（百分比） 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家） 上市企业数量（家） 

电子信息 12819.7 6.2% 1374 72 

装备制造 13777.4 7.9% 4536 54 

生物医药 2188 5% 569 32 

先进材料 10578 5.7% 3878 55 

资料来源：苏州工信, 民生证券研究院 

 

1.1.4 历年 GDP 

2022 年，苏州 GDP 为 23958.3 亿元，位居全国第六，是江苏唯一 GDP 超

过 20000 亿的地级市，也是 GDP 十强城市中唯一的普通地级市。 

图3：苏州 2010-2022 年 GDP 

 

资料来源：苏州市统计局，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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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苏州各区块房产市场概况 

1.2.1 核心区域 

苏州市早期发展路线为一体两翼，以姑苏区为核心，两翼分别是高新区和工业

园区，工业园区位于苏州东部，是苏州高新技术产业最集中的区域，也是苏州房价

最高的区域，姑苏区为苏州老城区，位于苏州市中心，高新区也称虎丘区，位于苏

州西部，是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目前苏州市发展路线升级为一核四城：姑苏区

为核心，相城区的高铁新城，高新区的科技城，园区的高贸新城，吴江和吴中的太

湖新城。 

1.2.2 热点区域 

苏州房地产市场传统热点区域分别为工业园区湖东板块、湖西板块、双湖板块、

高新区狮山板块，姑苏老城区由于保护古建筑以及限高等原因住宅多以老拆迁房

以及园林别墅为主，房产市场活跃程度不高，随着苏州市发展路线升级为一核四城，

北部相城区高铁新城板块、西部高新区科技城板块、东部工业园区高贸新城板块、

南部吴江吴中太湖新城板块以及中心平江区平江新城板块成为苏州房地产市场的

新热门板块，苏州代管的四个县级市中，昆山房地产热度居首。 

图4：苏州一核四城发展布局 

 
资料来源：克而瑞苏州房产测评，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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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高铁新城核心：苏州高铁北站  图6：工业园区高贸新城 

 

 

 

资料来源：中国江苏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腾讯新闻，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7：吴江吴中太湖新城 
 

图8：新区生态科技城 

 

 

 

资料来源：搜狐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创新合作洽谈会（苏州高新区管委会主办），

民生证券研究院 

1.2.3 去化困难区域 

苏州市房地产市场两极分化明显，市区核心区域，除如园区湖东、奥体、新区

狮山等项目可以实现日光外，绝大多数板块去化率低于 40%，吴江区、相城区去

化较为困难，代管四个县级市中常熟房地产市场去化最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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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州房地产市场历史 

2.1 苏州房地产发展历程 

2.1.1 苏州房地产发展历程 

上世纪90年代苏州采取福利分房制度，1998年苏州开始实施住房制度改革，

1999 年正式实施住房分配货币化制度，苏州房地产市场正式起步，2002 年工业

园区第一处住宅开卖，同年园区湖西以外地块第一次挂牌出让，拉开了园区房产市

场发展的序幕，2011 年苏州首次开始实施限购政策，但是 3 年后即取消，2016

年起苏州再次开始启动全面限购、限售政策，2022 年开始逐步取消。 

图9：苏州房地产市场发展历史 

 

资料来源：房产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2.1.2 苏州房地产市场特点 

苏州房地产市场呈现多核心、两极分化严重的特点。由于苏州刚开始一体两翼

的发展思路，苏州房产市场热点集中于工业园区以及高新区狮山等地，市中心由于

严格的限高以及保护古建筑导致其土地供应量极少，故而其以高端住宅以及老城

区拆迁安置房为主，随着苏州发展策略由一体两翼迭代为一城四核，四新城房产市

场也成为苏州市热点板块。同时，苏州各区域冷热两极分化，核心区域如园区、新

区去化率较高，部分盘能达到日光，而市区总体去化不到 40%，代管四个县级市

也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昆山太仓靠近上海，整体去化好于常熟、张家港。 

 

2.2 苏州近年房地产政策 

自 2020 年以来，苏州房地产市场除 2021 年上半年稍有反弹外，一直处于下

行之中，故而近两年苏州房地产政策处于不断放松的过程之中，2020 年苏州放松

人才落户政策，大专学历交满 6 个月社保即可落户，同年土地市场取消结构封顶

和现房销售，2022 年为应对房地产下行压力，苏州不断放松限购政策，至 9 月正

式取消房地产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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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020 年以来苏州房地产政策调整 

 
资料来源：苏州市人民政府官网，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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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苏州房产市场情况 

3.1 新房市场 

3.1.1 苏州新房市场现状 

受到疫情冲击，2020-2022 年苏州新房市场处于不断下行之中。 

从成交量、供应量来看，苏州近年成交量与供应量均处于一个不断下行的趋势，

2021 年之前大体上供应量大于需求量，2021 年随着地产行业压力到来，开发商

推盘不断减少，需求量大于供应量，成交价格下滑。2022 年后成交量持续下滑但

成交价格回升，这是由于苏州市场两极分化，核心区域如园区、新区狮山等高价板

块销售仍然火热，而其他区域则销售一般所致。 

图11：苏州 2020 至今成交、供应套数（万套）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12：苏州 2020 至今成交、供应面积及成交均价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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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库存量来看，2022 年之前库存量大体是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2022 年后

库存量开始不断降低，这符合 2021 年后开发商推盘减少、需求量大于供应量的情

况。从去化周期来看，随着疫情到来，苏州房地产市场逐渐转冷，2020 年后去化

周期从最短五六个月开始不断上升至 12 个月左右，2020 年底、2021 年初开始逐

渐下降至 10 个月左右，而后再次上升至 14 个月左右，随着救市政策不断推出以

及存量消化，去化周期开始下降至 2023 年 1 月的 11 个月左右。 

2022 年苏州市场改善型住房销量较好，进入 23 年，可能由于疫情管控放松

叠加楼市节后恢复，人们对于房价预期改善以及疫情期间积压的需求，刚需成为了

节后消费主力，过往住房市场不佳的张家港市场销售改善明显，也以刚需为主。 

图13：苏州 2020 至今可售套数及去化周期 

 
资料来源：中指云，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14：苏州 2020 至今可售面积与去化周期（面积口径） 

 

资料来源：中指云，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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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新房市场展望 

随着救市政策不断推出、以及年后购房者信心恢复，我们认为未来苏州新房市

场将会持续修复，未来苏州刚需住房需求将会持续释放，刚需型住房市场将会改善，

同时，苏州市场传统核心板块也将维持其热度。 

 

3.2 二手房市场 

3.2.1 苏州二手房市场现状 

苏州二手房市场在江苏省内一直较弱，其存量巨大但是销量却很少，在过去数

年间苏州二手房销量只有 4000 套/月左右，这是由于苏州地形为平原，城市土地

资源充足，导致其优质地块供应量大，优质地块新房供给充足影响了二手房销售。

2020 年至今苏州二手房成交数量处于震荡下滑的状态，但是其成交均价反而逐渐

上涨，这是由于苏州逐渐放开了二手房、新房限售限购，使大量核心区域二手房流

入市场所致，这也反映了苏州房产市场冷热不均的现象。 

图15：2020 年苏州二手房成交  图16：2022 年至今苏州二手房成交 

 

 

 

资料来源：中指云，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指云，民生证券研究院 

 

3.2.2 二手房市场展望 

预计随着房产市场逐渐恢复以及外来人口流入，苏州二手房市场会有一定好

转，但是由于苏州的新一核四城战略带来的增量新房以及过大的二手房存量，使得

苏州二手房市场短期难以见到实质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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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州土地市场情况 

4.1 苏州土拍现状与变化 

4.1.1 土拍情况 

苏州 2020 年以来土拍呈现推出地块面积减少、均价上升的情况，从集中供地

来看，苏州 2022 年对集中供地进行调整，增加供地次数，减少单词供地数量，随

着土地市场转冷，自 2021 年第 2 批集中供地发生流拍后，苏州对于较少或者无竞

价房企的地块采取延迟拍卖的策略，使其流拍率降低，但这也导致其成交土地数量

与面积不断减少、成交楼面单价不断上升，土拍市场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成交地

块集中在园区、新区传统强势板块以及四大新城板块，其中，工业园区地块参拍热

情更高且能够溢价成交，而次核心地块则表现平静，多为底价成交。 

表2：苏州 2020 以来土拍情况 

年度 
推出土地宗数

（宗） 

推出用地面积 

（万平） 

成交土地宗数

（宗） 

成交用地面积 

（万平） 

成交楼面均价 

（元/平） 
流拍率 平均溢价率 

2023 11 39.26 6 20.81 22454 0% 6.07% 

2022 76 383.61 72 716.27 10243 0% 1.86% 

2021 87 609.06 91 1029.22 8713 1.09% 4.26% 

2020 157 826.99 146 1049.64 8578 0.68% 7.47 

资料来源：中指云, 民生证券研究院 

 

表3：苏州 2021 以来集中供地情况 

批次 
推出土地宗数

（宗） 

推出用地面积

（万平） 

成交土地宗数

（宗） 

成交用地面积 

（万平） 

成交楼面均价 

（元/平） 
流拍率 平均溢价率 

2023第1批 11 39.26 6 20.81 22454 0% 6.07% 

2022第5批 10 50.77 10 50.77 15839 0% 4.76% 

2022第4批 20 89.21 18 77.67 12096 0% 0.00% 

2022第3批 9 37.66 9 37.66 18405 0% 3.00% 

2022第2批 22 123.28 20 114.91 13677 0% 3.13% 

2022第1批 15 82.69 15 82.69 14194 0% 2.99% 

2021第3批 26 192.68 25 177.33 10921 0% 0.60% 

2021第2批 22 135.95 19 117.73 11997 5% 1.26% 

2021第1批 28 224.13 28 224.13 10084 0% 7.23% 

资料来源：中指云, 民生证券研究院 

 

4.1.2 竞企结构 

从竞企结构来看，苏州 2021 年来集中供地土拍冷热不均愈发显著，工业园

区、新区狮山以及四大新城等核心地块竞企众多，部分可以溢价成交，其他地区如

吴中、吴江、张家港等地则鲜有问津，大部分成交地块由地方城投获得，如吴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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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集中供地推出 30 宗地，成交 26 宗，其中 23 宗由地方城投或国企

购得，进入 2023 年，随着房地产市好转，吴江、吴中等弱势板块竞企结构也有所

好转，2023 年第一次集中供地吴江区三宗地都由国央企购得。 

 

4.2 苏州土地市场政策 

4.2.1 目前政策 

目前苏州采取一年五轮集中供地的土拍政策，竞买保证金为 20%，姑苏、高

新区和吴江等地区出让地块出让金缴纳期限为 6 个月，目前全部地块均未设地块

的市场指导价，土拍达到限价后采取现场摇号。 

4.2.2 政策变化 

表4：苏州土地政策变化 

时间 政策 

2021.04 响应“两集中”政策，推出全年集中供地 

2021.05 第一批次土拍采取“一次报价”，同一竞买人不得参与同一地块竞买 

2021.11 出让保证金下调至30%，出让金首付款比例降至50% 

2022.04 出让保证金下调至20%，取消所有地块市场指导价。 

2022.08 土拍地块达到限价后不再采用一次报价，改用现场摇号。 

资料来源：中指云, 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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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建议 

苏州的房地产市场，房企、城市和板块或将持续分化，未来结构性分化或将成

为苏州房地产市场发展与城市演化的主要脉络之一。核心片区的竞争更为激烈，对

房企要求更高，相应地去化也更为顺畅，均价也相对更高，国央企和有实力的民企

具备较强优势，A 股方面建议关注优质房企如规模大、投资能力强的地产龙头保利

发展、招商蛇口；拿地积极的金地集团、华发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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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险提示 

1）政策变动风险：政策变动或将增加地产公司的成本与开支，影响房地产市

场与土地市场的正常回暖。 

2）房价下跌风险：房价或将会缺乏消费收入支撑，造成价格下降风险。 

3）市场波动风险：当前市场虽有回暖，但尚未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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