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地产已成高危行业：谁会接到最后一棒？ 

◎ 转载 

    无疑，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城镇化、货币超发等因素，推动了近十年来中

国房地产市场空前的繁荣。发展至今，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已跟全球各大主要城

市房价基本持平并有所超越。 

 

     尤其是 2016 年，全国各主要城市房价出现了新一轮涨势，在此期间，伴随

的则是中国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以及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下跌、股票市场的持续

疲软。人们似乎更加坚信只有房子才是可靠的资产，才是值得长期拥有的资产。 

  

“当前的宏观大背景下，对于购房者来说，无论买涨买跌，再不买就什么都

买不起了，落袋为安的房产比银行的存款更让人放心；但购买力就在那里，有价

无市的疲态已经初步呈现。”对于开发商来说，房地产行业现在已经属于“高

危”行业，不拿地等死，拿了地拖死，每一个地王都产生于战战兢兢的开发商群

体中，最终拼的还是希望达摩克利斯之剑别落在自己头上。 

  

一、房价高烧不下。 

“在北京市场，总价低于 300万的房子已经难觅踪影，无论商住还是普通住

宅都一路走高，加上限购传言层出不穷，但凡有出手机会（资格）的购房者大都

纷纷抢购。”段舒怀在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说。 

  

而在深圳，房价涨幅已经出现区域分化。福田、南山、前海继续上涨，但龙

岗、罗湖等区域已较去年高峰期放盘价回落幅度在 10%。深圳二手房事实上已经

量价齐跌，价格上涨主要是新盘和高端豪宅因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幅

最高的是深圳、厦门、上海；其中，深圳涨幅高达 47.4%。6月份 70个大中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分别比上月增加 7个和 2个，但涨

势有所放缓。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伟解读称，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价格同比平均涨幅均继续收窄，二三线城市同比平均涨幅仍在扩大。 

  

第一太平戴维斯数据显示，全国各等级城市 6月份住宅销售价格已经连续第

4个月均出现环比上涨。不过除了一线城市环比上涨了 30 个基点外，其他等级

城市环比的涨幅均出现收窄的情况。“如果价格增速继续放缓，五线城市的房价

或开始转跌。”这家机构研究人员表示。 

  

二、“面粉”反作用力。 

相较于不断飙涨的房价，全国土地市场价格也在疯狂上涨。 

  

中原地产研究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北京合计出让了 23宗

用地，其中 2宗棚户区改造、居住类合计 7宗，成交金额为 209.7亿元，商服类

3宗成交金额为 55.55亿元，综合类 4宗，成交金额为 91.35 亿元。 

  

针对土地价格飙涨，以及不断上扬的房价，各地区也在出台调控政策，但依

然不能阻止土地价格上涨的趋势。 

  

合肥在 6月底出台了比苏州、南京土地熔断更严厉的土地出让政策：20亿

元以下的土地，一个月付清土地款；20亿元以上的，半年付清。合肥各区县拍

出地王的，开发商必须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的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土地出让金。 

  

分析人士认为，合肥出台的限贷政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楼市成交量，因此房

价环比涨幅较 6 月有所收窄。 

  

南京也出台了调控政策。5月底南京相关部门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南

京对土地出让实行最高限价，对竞买人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终止土地出让，竞

价结果无效。但近期的土拍表明，南京的土地熔断机制，对过热的土地市场作用

不大。 

  



另一个热点是苏州。苏州 4月举行的今年首场土地拍卖会，成为 40多家开

发商围猎的秀场，13幅土地拍卖的总价约 250亿元，这些地块的平均溢价率达

到 2倍之多。 

  

丁祖昱说：今天地王的成因基本上大家都认同，因为市场上钱又多又便宜。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利息越来越低的情况下，不拿钱是很吃亏的。过去 12%-13%

的利率都抢着拿，今天 2%的利率不拿，就把大好河山拱手相让。地王不断产生，

一定会对房企运作模式发生很大的变化。  

 

三、已成“高危”市场？  

事实上，上半年的房价飙涨形式是产业，本质却是金融。 

 

2016 年以来，信贷延续扩张态势。今年一季度，新增人民币贷款 4.61亿元；

其中新增个人住房贷款 1万亿，创下自 2010年央行开始公布金融机构贷款投向

报告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信贷的扩张，实体经济投资的紧缩，股市投资的紧缩，以及一线楼市信贷的

紧缩，是二三线楼市突然暴涨的主要原因。 

 

顾云昌预测称，2017年，房地产销售或将明显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销

售回落主要因为前期需求透支，但楼市下行的时期恰恰是购买力重新积蓄的阶

段，此后又会出现回涨的情形。 

 

段舒怀认为，乱象只是表象，根源很复杂，要分析房价需要从土地市场（土

地供给方），房地产商（房产提供方）和购房者（需求者）三个方面来分析。从

分析土地地价趋势可以从 6月 13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发展北京城市全面提升

城市建设规划水平”文件中看出端倪：推动城市规划建设向更加注重减量提质转

变，五环路内严禁新增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建设规模，不难得出结论，至 2020

年北京土地供应只可能更紧不可能放量；所以，北京房价可能将持续上升。同时

认为，房地产行业现在已经属于“高危”行业。 

 



除非北京继续吸引全国高收入群体进入，仅靠具备购房资格的购房者是承担

不起目前的房价的，但北京严格限购政策让这种可能遥不可及，现在开发商拿地

也是在赌不会接到最后一棒。（陈嘉儿/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