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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绿景喜悦荟商务
中心开盘。据了解，开盘当天就
售出七成，该楼盘也赢得了市场
关注。

作为珠海主城区范围内的
品质美宅，绿景喜悦荟商务中
心项目自7月13日营销中心开
放以来，就以优越的地理位置
和精美实用的户型吸引了大批
客户。

本次开盘活动在仁恒州际
酒店举行。当天16时，客户们
就早早到达酒店现场，等待开
盘。

绿景喜悦荟商务中心地处
主城区交通枢纽核心，紧临明
珠站，对内贯通珠海内圈，对外

接驳粤港澳圈，交通立体，四通八
达，位于珠海创新创业产业发展
带之上。项目将打造约45万平方
米综合体，构建主城多元志趣领
地。周边商业配套齐全，文体医
环绕，可为业主提供方便快捷的
生活设施。

该项目户型为95-124平方米
区间不等，主打三房、四房的户
型，能满足投资、自住等各类需
求。户型方正实用，户户朝南，排
布错落有致，通风采光俱佳，旨在
为客户打造高性价比、高舒适度
的温馨之家。

品牌大盘遇见绝佳区位，全新
的品质生活方式就此绽放。

（杨虎）

绿景喜悦荟商务中心开盘

实用户型引关注

9月17日，随着300米天际写
字楼顶层最后一车混凝土的浇筑
完成，中交汇通·横琴广场写字楼
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封顶仪式暨样
板层开放活动于项目现场举行。

从设计的一纸蓝图，到如今项
目顺利封顶，一直以来，中交汇通·
横琴广场项目设计单位、核心建设
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等多方参建者
都付出了艰辛努力，秉承央企匠心
实力，用高标准、高质量为项目品
质打下坚实基础。

中交汇通·横琴广场创新式的
打造“WorkingPark”绿色商务办
公理念：超16米挑高大堂，无柱商
务空间，可满足多种形式企业办
公，在实现最大空间使用率的同

时，提供绿色低碳、生态的办公环境。
中国交建副总裁王海怀在封顶仪

式上表示，中交汇通·横琴广场是中国
交建首个超高层高端城市综合体开发
项目，中国交建将继续切实担负起央
企的使命与担当，持续贡献中国交建
智慧，为城市建设助力。

据了解，中交汇通·横琴广场项目
招商已全面启动，正在积极推动“中交
粤港澳创新创业基地”项目，引进成功
先进的企业发展理念，为企业的思维
创新发展增添活力。

未来，中国交建将始终秉承央企
社会责任，为推动澳门产业多元发展
创造更多条件，助推更多企业、产业在
横琴落地发展。

（杨虎）

中交汇通·横琴广场写字楼顺利封顶

打造绿色商务办公环境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经济
参考报》9月18日刊发题为《房地产

“银根”紧锁 涨幅全面放缓》的报
道。文章称，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8
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变动情况。数据显示，8月房地产市
场总体延续平稳态势。其中，一二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同比涨幅均与上月相同或回
落，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环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二手住宅涨幅
微升，同比涨幅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二手住宅方面，近
两年来首次连续出现3个月20个城
市房价下调。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
价格同比涨幅自去年6月以来，时隔
14个月首次转降。

业内人士表示，持续出台的调控
政策叠加资金收紧，房价涨幅全面放
缓趋势出现，“金九”开局不利。在政
策不发生调整的情况下，预计未来几
个月70城房价涨幅继续收窄，四季度
楼市难言乐观。

房价涨幅全面放缓趋势出现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孔
鹏表示，7月30日，中央再次强调坚
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要求落实房地产长效管理机制，提
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
段。在此背景下，8月份，房地产市场
总体延续平稳态势。

统计局数据显示，4个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3%，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北京上
涨0.5%，上海上涨0.3%，广州和深圳
均上涨0.2%。二手住宅方面，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从上月的环比上涨0.3%，
转为8月环比持平。其中北京下降
0.4%，较7月下降0.1个百分点，上海
和广州从上月的上涨 0.4%转为持
平，下降 0.4 个百分点；深圳上涨
0.2%，较上月下调0.5个百分点。同
比方面，一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由7
月的上涨0.2%转为同比下降0.2%。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线城市二手住
宅价格同比数据自去年6月以来的
首次转降。

二线城市方面，31个二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分别上涨0.5%和0.2%，涨幅比上月
均回落0.2个百分点；同比分别上涨
9.9%和 5.5%，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
0.8和1.2个百分点。35个三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7%，涨幅与上月相同；同比上涨
9.0%，涨幅比上月回落 1.2 个百分
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8%，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同比上涨5.8%，涨幅比上月回落1.3
个百分点。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
析认为，8 月房价上涨城市明显减
少，二手房价格下调城市持续增
加。综合来看，新建商品住房价格
环比上涨城市数量为55个，二手房
环比上涨城市43个，均是2018年以
来的低点。

根据统计局数据，8月新建住宅
环比涨幅较7月相比明显放缓的城
市达32个，二手住宅方面，41个城
市涨幅明显放缓。具体来看，新建
住房价格环比下降城市多达10个，
较7月增加7个。其中，韶关由7月
的环比上涨 0.8%，转为环比下降
0.9%；平顶山更是从 7月的环比上
涨1.6%，转为环比下降0.5%。二手
住房价格，7月环比下降幅度最大的
为遵义，环比下降0.6%；到了 8月，
有 7个城市下降幅度超过 0.6%，福
州、济南、成都、安庆环比下降幅度
达0.9%，乌鲁木齐、宜昌更是环比下
降了1个百分点。

成交缩量 库存步入上升通道

在房价涨幅放缓的同时，市场
成交也有明显下调。上海易居房地
产研究院报告显示，重点监测的40
个城市，8 月新房成交环比下降
9%。具体来看，4个一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下降19%，
同比下降16%。18个二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下降
10%，同比增长6%。18个三四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下
降4%，同比下降17%。

在此背景下，住宅存销比进入
上行周期。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报告显示，住宅现房存销比自2018
年8月以来连续震荡上行，整体来
看存销比已进入上升通道，楼市供
求关系转变，渐趋供大于求。

与之相对应的是，房企存货去
化周期也进入上升通道。上海易居
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姚方表示，存
货是房企未来可变现的重要资产。
存货规模过大或过小均会造成一定
的经营风险，若规模过小，房企可能
会因土储不足而被动补库存；若规
模过大，房企可能会因过于激进的
拿地策略导致债务攀升，后续政策
调控从严可导致存货转化成资金难
度增加，从而去化周期延长且资金
吃紧。

姚方介绍，截至2019年上半
年，20 家上市房企存货规模达
26874.7亿元，环比增长0.6%，同比
增长16.6%。从20家房企存货去
化周期来看，大型与中型房企存货
去化周期分别为9.8和 22.8个月，
环比分别增长2.4%和0.5%。

姚方认为，随着中央层面对楼
市的再次定调，市场降温态势难以
扭转，预计2019年三季度房企去化
周期继续上行。

房地产金融环境不断收紧

一向是房地产市场高峰月的
“金九”，今年也未能如期而至。9
月上半月，易居最新监测的13个城
市二手住房成交量29305套，较8
月上半月下降16.6%，较2018年同
时期下降10.8%。

房地产行业研究员沈昕表示，
房地产业作为一个资金密集型行
业，金融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房地
产市场。8月住户部门贷款余额同
比增速继续回落，一年期国债收益
率与上月持平，首套房贷平均利率
连续3个月小幅上升，房地产行业
金融环境有小幅收紧。

沈昕说，“最近几个月，监管层
不断收紧房地产信托、银行贷款、境
内外发债、ABS等房企融资渠道。
数据显示，7月以来，信托公司投向
房地产领域的资金规模和比例均出
现了明显下滑，此外银行开发贷额
度也在减少，不排除未来还有进一
步减少的可能。在监管不放松的情
况下，全面降准给房地产行业带来
的增量资金较为有限。”

在国庆长假结束之后，房地产
市场将迎来一项新政——自10月
8日起，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以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定价基准加点
形成。

广州相关人士透露表示，广州
地区中国银行将在9月23日左右
实行利率新政，首套房贷利率预计
为5.5%。短期的波动不可避免，
但应该都在用户的心理承受范围
之内。

姚方表示，预计后市购房者观
望情绪将加重，四季度楼市恐继续
下行，房价指数涨幅也将继续收窄。

房地产“银根”紧锁
涨幅全面放缓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自去年6月以来首次转降

中交汇通·横琴广场写字楼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广供 绿景喜悦荟商务中心开盘活动现场。 广供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经济参考报》9月18日刊发题为
《楼市70年：广厦千万间 居者有
其屋》的报道。文章称，70年，可以
让呱呱坠地的婴儿长成古稀老人，
也可以让一个国家从一穷二白走向
繁荣富强，让人民生活发生天翻地
覆的变化。70年来，我国经济实力
不断壮大，城市发展日新月异，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居住环境也发
生了巨大变化。“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古人的梦想
如今已经实现。从平房到筒子楼、
单元楼，再到高层住宅、花园洋房、
高端别墅，从“居者有其屋”再到“住
有所居”，再到“房住不炒”“租购并
举”“租购同权”……从我国70年的
人居变迁中可以看到，我国持续推
动的住房制度改革，正在不断打造
并完善人民的安居梦，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居住环境：从人均几平方米
到多渠道保障

70年前的房子长什么样？在
北京市民张爷爷的记忆里，好像只
有低矮的平房，大都还是泥土夯成
的土墙房，一家十几口人拥挤地居
住在一起，“跟今天没法比，谁能想
到现在会住上这么漂亮的大洋房！”
张爷爷感慨地说道。

我国是人口大国，在改革开放
之初，人均居住面积仅3.6平方米，
如今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超过
30平方米；从早期的“简易公房”，
到如今消费升级的“品质住宅”，持
续推动的房地产制度改革，充分调
动了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最终
形成了改善住房条件的持久动力。

业内普遍认为，在改革过程中，
我国逐渐确立了以商业按揭贷款辅
以住房公积金的住房金融制度，招

拍挂为主的土地供应制度，仍在改革
当中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包括公租房、
经济适用房、棚户区改造安置房等多
种类型住房保障体系，以及“租购并
举”的住房供给体系。

尤其是，针对“底层有保障”的住
房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全国不同城
市各有特色。例如：厦门提出“租购并
举”，提供保障性租赁房、公租房和保
障性商品房三类保障房；广州“以租为
主”，公租房是最主要的保障房品种；
上海特色为“四位一体”，廉租房、共有
产权房、公租房、征收安置住房四类保
障房并行。

在房地产发展过程中，我国住房保
障体系一直以直接支持模式为主，政府
是建设主体。根据2007年后的保障房
供给量来看，属于“强保障”经济体。

房地产制度改革解决了8亿城镇
人口的住房问题。2016年12月，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强调住房的
居住属性，成为当前房地产政策的指
引。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为新时代住房
制度改革再次指明方向。

目前，政策已经出现诸多利好效
应，从全国一盘棋到因城施策、从短期
调控到长效机制建设。业内专家指
出，未来，以“高收入靠市场、中等收入
靠支持、低收入靠保障”为原则、以行
政措施为主向综合措施转变，形成金
融、土地、财税、住房保障、市场管理等
一揽子政策工具，将是住房制度和长
效机制的改革方向。

产业发展：从粗放式发展到
精细化阶段

业界专家指出，新时代，新思路，
新住房制度，旨在解决各层次人群的
住房问题，维持平稳发展的房地产市

场。据统计，当前我国城镇化率达
到59.6%，住房自有率79.2%，经济
发展水平从1998年房改时的人均
GDP为6860元、经济总量世界第
八，到2018年人均GDP为 64521
元、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房地产制度不断推进的同时，
房地产行业逐渐发展为国民经济的
支柱产业，1998年以来，房地产增加
值占GDP的比重不断创下新高，从
1998年的 4.0%增加至 2017年的
6.5%。当前，房地产大建设阶段尾
声渐近，行业发展转向中高速、高质
量发展阶段。业内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城镇住宅存量267亿平方
米，套户比达到1.07，住房短缺基本
缓解。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
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
重要战略机遇期”，“要构建房地产
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
城施策、分类指导”。在“房住不
炒”“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等理念不断强化的背景
下，房地产业正在快速转入高质量
发展阶段，房地产企业应顺应行业
转型升级大势，追求更有质量的增
长，实现均衡稳健创新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房地产行
业规模增速放缓，各地限价、限购等
政策频出，调控力度不断加大，房企

“拿地便挣钱”的传统模式被颠覆，规
模和利润持续上涨面临诸多挑战。

业内认为，我国房地产行业在
经过近20年的快速发展后逐步趋
稳，发展模式也由传统的粗放型开
发逐步走向精细化产品打造。

最终目标：从居住场所到追
求美好体验

伴随国民经济水平的稳步提升

和城镇化的不断深入，人民美好生
活需求不断增加，我国整体迈向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新征程。房地产
行业从增量开发到存量经营的过程
中，国家层面和各级政府不断颁布
和落实“楼盘精装化”政策，住宅不
再仅是人们的居住空间场所，更是
美好生活的载体，人民居住体验升
级的需求空前高涨。

随着人工智能、5G智联和物联
网等技术的不断突破，智能家居、智
慧社区和智能建筑频频应用到房地
产开发中，掀起了一股房企产品智
能化发展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房地产百强企业当中，超过半数
已经开始布局或者全面落地智能化
住宅项目。

9月2日，在第十一届中国房地
产科学发展论坛上，中国房地产业
协会会长冯俊表示，改革开放以来，
房地产业的发展，为群众居住条件
的改善，为城市面貌的改变，为生产
要素市场的完善，为经济的持续增
长，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冯俊表示，以住宅为主要产品
的房地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内在根
本动力是人民群众改善居住条件的
迫切需要；过去，房地产业的发展解
决了人民群众住房极度短缺问题；
今后，房地产业的发展是为了人民
群众居住得更舒适、更幸福。

“科技创新将成为房地产行业重
要应用场景，从智能家居到智慧社
区，再到智慧城市，甚至房地产上下
游产业，都将成为重度应有平台。”绿
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张
玉良表示，未来，房地产将与科技深
度融合，房地产为科技提供应用场
景，科技为房地产增加新的内涵和附
加值，乃至于生命力。在此基础上，
智能互联网将是房地产的重要方向，
是未来的大趋势。

楼市70年：

广厦千万间 居者有其屋


