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批复雄安新区规划  严禁大规模商业房地产开发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 年）》）。 

《规划》强调，坚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刚性约束条件，严控城镇规模和城

镇开发边界，实现多规合一，将雄安新区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 70%，远景开发强度

控制在 30%。其中，集中建设起步区，率先开发启动区，集约发展外围组团，稳步

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序引导人口、产业合理分布，分类打造特色小城镇。 

《规划》同时指出，雄安将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严禁大规模商业房地产开发，原则上不建

高楼大厦。 

“雄安也将成为多种长效机制的试验田，例如拒绝炒房、炒地、炒户籍、炒房租等，

雄安新区建设在新区规划、城市建设、绿色发展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探索。”有业

内人士表示。 

 

 多地释放楼市“松绑”信号  12 月已有八城调控政策放宽 

 

近期，多地释放“松绑”信号。长江商报记者梳理发现，12 月已有八城调控政

策放宽。 

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在因城施策的政策框架下，

预计后续类似政策放松的城市还会继续增多，尤其是会从限售政策进行松绑。 

12 月已有八城调控政策放宽 

近期，多地释放“松绑”信号。梳理发现，12 月已有八城调控政策放宽。 

具体来看，12 月 18 日，山东菏泽打响楼市放松的第一枪，明确取消一二手房

限售。顶着全国松绑楼市“出头鸟”的身份，菏泽在第二天再次确认解除限售的合

理性；12 月 19 日，广东广州宣布“330 新政”前出让土地，商服类物业可卖个人，

限购放松；12 月 21 日，浙江杭州对外地户籍居民购房，允许累计补缴 3 次社保。

同日，广东珠海将外地户籍购房缴纳社保的时间从 5 年降低至 1 个月、3 个月、1

年不等；12 月 24 日，广东广州发布楼市新规，在毗邻城市购买首套房可申请提取



公积金。同日，广东佛山发布新政，购房入户并入积分制，取消最低 30 分才能申

请入户条件；12 月 26 日，衡阳楼市微信公众号 26 日公布衡阳发改委和住建局联合

下发的一份文件，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暂停执行此前的商品房限价政策。12 月 27

日，合肥悄然放松限购。据了解，目前只有电话（口头）通知，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性的文件。 

从已经松绑的城市看，政策集中在放松限售、放松限购以及放松限价三种类型。 

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分析，一些城市出现调控放松与当地房地产

市场下行较快、棚改货币化安置减弱、库存仍然较高、财政压力较大有关，尤其是

那些库存压力较大的城市，放松调控的可能性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12 月 28 日，合肥市房管局表示，合肥市未出台任何放松现有

限购政策的文件，现在购房资格审核严格按照现有限购政策文件实施。此前一天，

湖南省衡阳市撤销楼市调控的相关文件。业内人士表示，合肥澄清松绑限购以及衡

阳撤销文件，都表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整体基调仍将延续，稳控房价的决心未变，

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更为明确。 

2019 年房价有望进一步趋稳 

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长江商报记者表示，在因城施策

的政策框架下，预计后续类似政策放松的城市还会继续增多，尤其是会从限售政策

进行松绑。 

对老百姓而言，最关心的在于地方楼市放松，是否意味着房价将重启上涨？央

行近日公布的一份针对城镇储户的调查报告显示，对下季房价，27.4%的居民预期

“上涨”，49.6%的居民预期“基本不变”，11.8%的居民预期“下降”，11.1%的

居民表示“看不准”。 

中国指数研究院在对 2019 年楼市展望中表示，在当前政策稳定的前提下，2019

年房价有望进一步趋稳，部分之前涨幅过大的城市房价将延续调整态势，特别是热

点城市的二手房价会率先出现变化；而三四线城市房价上行动力也会明显趋弱，部

分无人口产业支撑的三四线城市更会进入下一轮的市场蹉跎期。 

严跃进认为，延续房价上涨增速对实体经济和社会消费会产生挤压效应，不利于高

质量发展目标实现；从中国城镇化尚未结束、改善型住房需求持续增长角度看，房

地产市场仍有不小空间，房价上涨压力始终存在。 

 

 北京：继续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  严禁炒房炒地 

 



北京日报 1 月 4 日消息显示，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2035 年）》

的批复。 

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把城市副中心打造成北京的重要一翼这个目标定位，把

握坚持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把握关于城市副中心的空间布局的要求，把握严格控制

城市规模的要求，把握关于有序承接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的要求，把握关于城市副中

心城市特色的要求，把握建设未来没有“城市病”城区的要求，把握关于促进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要求，把握处理好政府规划引领与发挥市场作用关系的要求，为实施

城市副中心控规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要求，当前要抓紧完善城市副中心建设指导意见、控规实施方案以及到 2022

年的行动计划。调整完善城市副中心管理体制。及早启动实施今年任务，抓紧编制

或完善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实施方案以及 12 个组团控制性详规深化

方案等，抓好 11 项重点任务进度。平稳有序完成市级机关搬迁工作。做好《批复》

精神和控规的宣传。继续抓好房地产市场调控，严禁炒房炒地，抑制投机行为，坚

决遏制违法建设。 

 流动性释放  首套房贷利率下调空间增大 

 

新年首周，央行送出流动性大礼包，宣布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1 个百分

点，其中，2019 年 1 月 15 日和 1 月 25 日分别下调 0.5 个百分点。针对此次降准，

资金需求量颇大、敏感度较高的房地产行业，一时间成为各方议论的焦点。 

有分析认为，历年来，只要央行降准，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房地产市场形成利

好。 

“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降准肯定能够缓解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压力，另外，对

于购房者按揭贷款来说，也能够相对获得平稳的信贷价格。”在中原地产首席分析

师张大伟看来，虽然此次降准目的很明确，即保证市场流动性，尤其是小微企业、

民营企业流动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房地产市场最终仍将受益。 

贝壳找房首席经济学家杨现领却认为，对比历史，目前市场正处于宏观层面流

动性边际改善阶段，因此，本次降准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预期改善阶

段，实质影响相对有限。再者，在当前楼市政策总体依然偏紧的情况下，房地产市

场并不具备大幅反弹条件。 

事实上，此次央行宣布全面降准，完全符合之前的市场预期。去年年底召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定调为“松紧适度”，就已透露出未来会有适度宽

松的空间。 



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表示，从本次降准对外透出的信息来看，依然

维持“三不变”原则：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方向不变。虽然本次降准幅度不小，但

主要目的还是在于保证整体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二是定向调控的方向不变。从释

放的流动性来看，目标和前几次相同，都是针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三是楼市调

控主基调不变。本次降准依然没有明确的支持房地产市场，换言之，本次降准并未

对楼市形成直接利好。但值得关注的是，流动性加速释放确实会对楼市形成两方面

利好，即房企资金压力存在变相缓解的可能性，以及房贷利率有可能再次出现下调，

尤其是针对首套自住型住房的利率下调空间，或进一步增大。 

 

 海口暂停企业购房  预计多城跟进 

 

今年以来，虽然已有部分城市对楼市调控政策进行适度松绑，但海口市却“不

松反紧”。近日，海口市政府印发通知称，暂停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体工

商户出售商品住宅，并重申严格落实此前政策，2018 年 4 月 22 日 20 时后户籍迁入

海南省的居民家庭只能购买 1 套商品住宅（引进人才落户购房除外）。 

“从此次海口市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背景看，不排除是受近期全国部分城市

调控政策略有放松，从而使得海南省和海口市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躁动。”昨日，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表示，此次海口市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可

以说是比较严厉的，尤其是在企业购房方面。事实上，在 2018 年海南省落实全国

最严厉的“全局限购”政策后，企业购房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漏洞，过去针对

企业购房只有限售一说，并没有限购一说。所以，此次政策的落地，除了进一步落

实 2018 年的调控精神外，也是对前期政策漏洞进行填补。 

严跃进认为，此次针对企业购房方面的政策收紧有信号意义，预计后续全国很

多城市有望继续跟进。尽管未来各地楼市调控以因城施策为主，但在企业购房方面，

或呈现持续收紧态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 11 月份，海口市新房房价环比上涨 0.3%，同

比上涨 23%；二手房房价环比下跌 0.1%，环比连续 3 个月下跌，同比上涨 11.8%。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从数据上看，在严格的调控政策影响下，虽

然海口市房地产市场于去年 4 月份开始进入全面萧条期，但新房、二手房房价同比

涨幅依然明显。此次政策再次加码，尤其是暂停企业购买住宅，有利于进一步堵住

投资者绕道限购的可能性。 

值得关注的是，海口市还针对限价等政策发布了持续调控内容。要求商品住宅

项目按照一房一价从严管理，不得擅自上调；商品住宅价格经物价部门备案后 6 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